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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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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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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陈宝国，人们会条件反射般想到
《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和《汉武大帝》中的
刘彻。毫无疑问，这是他完成的“教学级”
表演。就在近日，陈宝国在《最后一张签
证》中，再一次精彩地完成了兼具张力与
内敛的角色——鲁怀山。这个以二战期
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原型的
人物，侦察兵出身，豪气而充满正义感，讲
原则，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那么，如何
演绎这个人物才不失真实，有丰富的层次
感，并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呢？

首先，陈宝国使人物形象符合人物所
处的时代和身份，对戏剧化冲突的表现方
式也做了个性化处理。剧中陈宝国扮演
的是驻维也纳领事馆的副总领事鲁怀山，
他用不动声色的隐忍和正义感，缜密严谨
的思维和严肃冷静的搏命，保领事馆各方
周全。面对纳粹的残忍，他斗智斗勇，不
断护送奥地利专家离开，表现出超拔的人
格魅力。这就要求演员的表演要收敛沉
稳，即使是内心挣扎、纠结，也要节制地运
用眼神和表情变化来表现。

其次，陈宝国演出了“寻常人”的亲和
感。陈宝国的台词有京腔色彩，在作外交
辞令的时候，运用共鸣靠后的发声方式，
字正腔圆，非常适合庄重的场合；在与同
事喝酒聊天的时候，加入一些俗语，强化
了北京话的儿化音和随意性，台词表达也
复杂丰满，层次分明。另外，陈宝国塑造
鲁怀山还增添了很多小趣味。喝酒吃饭
互推买单的小无赖，在车里练习装病时的
诙谐可爱等等。观众通过这样生活化的
表演，捕捉到富有喜感的细节，令人忍俊
不禁。这些小趣味被陈宝国拿捏得恰到

好处，既不夸张滑稽，又令人感到亲近。
最后，陈宝国对应急事件表现的处

理方式是隐忍的，富有力量的。鲁怀山
多次面对死亡，从最初广泛接触的维也
纳犹太市民的死亡，到奥地利科学家的
先后殉难，再到国内亲人尽数遇害。比
起白景琦的跳跃式成长，鲁怀山的性格
变化是一个缓变过程，关键转折点是亲
人全部惨死于日寇的轰炸。一般来说，
演员对剧中转折性节点的情绪处理，容
易出现浅表化的哭泣、悲号，甚至是运用
失控的肢体语言，然而，陈宝国只是在普
济洲喧然而谈的时候，竭力压抑悲伤地
讲出了噩耗，眼噙着泪。而后，人物没有
一秒钟停顿，决定继续发放签证，过渡自
然，既表现出了非常时期人物的大气凛
然，又白描了个体人物的命运变迁——陈
宝国饰演的鲁怀山从一个外交官，终成为
一个人道主义英雄。

除了这些表演的“筋骨”，陈宝国还运
用了很多经验化的处理，比如他在中远景
镜头附加了很多动态表演，例如弯腰、低
头、回身等，尤其是他穿风衣的姿态，呈现
出举重若轻的气势和态度；在近景和特写
的时候，眼神的状态非常平稳深沉，敏锐
凌厉。还有剧中几句话重复出现，“人可
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男人办事得
一板一眼，有根有梢”“后脑勺得长只眼
睛”。陈宝国在重复表达这几句台词的时
候，神情、态度和语气也是一以贯之的，形
成标签式的剧眼。

在《最后一张签证》中，陈宝国用心理
博弈的表现方式增强了表演内涵，他精湛
的演技甚至令观众忘记了他是男二号。

层次感造就人物筋骨
——看《最后一张签证》中陈宝国的表演

◎周珉佳

近两年来，戏曲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回
暖迹象。据统计，去年全国戏曲演出场次
和观众人数同比增长均超 7%，创近 5 年
来新高；传统戏曲作品的整理与传承被重
视，新编作品的数量也显著增加；戏票被
瞬间“秒杀”、戏曲票房破历史纪录在近两
年的戏曲演出市场中已不鲜见。长时间
波 澜 不 惊 的 戏 曲 市 场 何 以 变 化 如 此 之
大？或许，从烧得正旺的“三昧真火”可略
窥一二。

真情实感，传统文化升温。近年来出
于政策引导和普通百姓自发的热情，“传
统文化”已成为“热词”——传统文化是戏
曲艺术的营养来源，前者获得广泛的社会
认同，必然助推后者的传播。

许多戏曲院团都经历过“有人没戏
排，有戏没钱排，排戏没钱演，演戏没人
看”的困境。近年来，与政府推出的大力
扶持戏曲发展的相关政策并行，资金支持
也日渐充足：从剧目建设到人才培养，从
大剧种到地方小戏的齐头并进，实实在在
的真金白银化解了行业的生死之忧，让戏
曲人敢想敢拼敢演。特别是国家艺术基
金和地方政府文艺发展基金项目，涵盖了
从演员培养、流派传承、剧本创作、舞台演
出到理论研究、戏曲评论以及音舞美服化
道等各环节的人才培训，资助面之广、惠
及人员与作品之多史无前例，不仅为眼下
培养了各环节的戏曲创演人才，更为长远
发展储备了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同
时也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戏曲的支持，
从而推动戏曲人和市场的联姻。

政策和资金扶持是外在的“输血”，戏
曲发展关键在于自身加强“造血机能”。
戏曲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戏曲人不是
考古工作者，戏曲也不是甲骨文、兵马俑，
更不是马王堆。”如今，不再是“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时代——这就对戏曲人提出了
内外兼修的要求。近年来，戏曲人才培训

班和培养计划众多，形式多样，重心都落
在夯实四功五法的基础和加强传统戏的
积累上，同时加大了戏曲理论和文化课的
比重。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普及，戏
曲需要创新传播与制作方式，这就要求主
创者不仅会“演”戏，还要会“说”戏、“教”
戏和“做”戏，积极拓展“外功”。

戏曲人有幸遇上了好时代。面对艺
术形式与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戏曲自身
需有及时的文化自省和积极的文化自觉，
既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自我满足，更
不能在政策的暖床里放松懈怠。积极前
行、主动发展，在“三昧真火”下寻找更多火
种，以文化实力重塑文化自信，戏曲复兴之
路方能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更宽广。

传统文化升温 戏曲市场回暖
◎迦 山

漫画 徐鹏飞

陈宝国剧照。

本文所讲的“生态化意识”，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是指拥有生态文明的理念与自觉，另一层
是指民族艺术发展中逐步形成自我调节与有效
增值的良性的生态机制。在生态学中有一条重
要规律，就是生物适应环境。适应，是生物与环
境的一种本质联系，它的主要表现是和谐。环
境作为一种先在条件，往往对生物形成一定的
压力，而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要通过自己的
调节能力，或者是调节自己的生理结构，或者是
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主动地去适应环境，这
是一种“生存智慧”。

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必须从其文化根性
加以探究，从文化根性上去感受其生存之美，生
态之美。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之间尽管在许多
方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在关爱生态，与
各自生存所依的自然环境相适相谐方面，却是
极为相同的。无论位于东南西北何方，也无论
是在高原大漠，还是在山林水乡，体现与特定的
自然生态相适而生、相谐而欢，往往是每个民族
艺术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常常涵蕴强
烈的原创冲动。

辽远的绿野，欢奔的骏马，如洗的蓝天，悠
然的白云，还有那天地间回荡着的动人的牧歌，
这是内蒙古草原留在人们心中的意象。草原是
诗意的，是自然之诗——诗的自然；而诗意之
魂，则是天、地、人的和谐。游牧民族的生存方
式及其所创造的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
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理念——人与
自然的和谐进入形而上的层面，形成草原文化
的福音。一首《敕勒歌》穿越时空，留下一幅生
态的写真。魅力草原，人文与自然相谐。从生
活于北方草原的先民们开始，就在这广阔的天
地间创造和积累着文化，其中，艺术活动更是生
活与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营造出“歌海舞
乡”，源远流长，独具内涵。草原上的人们创造
的艺术文化是以草原为根的。相信万物有灵，
主张顺应自然，这在古往的文化形态中确有神
秘色彩所在，但其对于自己生息所依的草原的
崇敬、与自然万物的感应生情，则无疑谱写出了
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最具本原性的和谐之歌。大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也是文化得以产生与
发展的依托，草原文化因草原而生成，所以，关
爱草原、崇敬草原，实则也是文化创造和建设中
的“护本”与“固本”之意。

根据草原艺术生成、发展的多因集合的特
点，面对新的时代背景，针对当下草原艺术发展
变化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笔者以为，倡导生态化
意识，积极调适与优化草原文化生态，是建树新
的草原艺术个性，体现或张扬其特有美学品质，
并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存活力，实现持续发展
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可以说这也正是
当下需要格外予以重视的关键性的问题。

草原艺术的文化生态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它是与地域与民族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结构
系统，它与本地域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相依相
成，有历史积淀的成分，也受现实因素的濡染；
具有相对的平衡性与延续性，又具有一定的开
放性和可变性。草原文化生态是草原艺术得以
生长的环境与土壤，而草原艺术本身又是草原
文化生态的构成因子和鲜明的体现形式。草原
文化生态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草原艺术的变化，
而草原艺术的变化则往往为草原文化生态环境
带来新的景观。这方面，颇似自然界的生态环
境与生长其中的花草树木等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全球化”几成不逆之势的进程之中，
受到来自经济的、科技的、观念形态的等多方面
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构成草原文化生态的诸
多因素，以及其文化生态的整个结构系统都程度
不同地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是，如何积极调适与不断优化草原文化生态环
境，并使草原艺术发展形成自我调节与良性增值
的生态机制。显然，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非
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深入
研究，而我们这里仅只是在指出其与草原艺术的
生存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的基础上，讲三点思
路如下：

一、草原艺术的文化生态是可调适与可优
化的。世界是由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必然性与
偶然性对话组成的，每一个旧系统向新系统的
跃迁，有必然的一面，但也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
新的创造性的景观诞生。草原艺术的文化生态
的形成与变化是开放性与非线性的，这本身即
为调节与优化提供了诸多可能与空间，再者，构
成草原文化生态的核心因素是作为文化实践主
体的人，这却是最可以大有作为的。

二、在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从发扬草原文
化的立场出发进行开拓、创造。文化的相互交流
和学习是世界文明的动力，也是促进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有益途径。特别是在
开放已成不逆之势的当代，从整体上看，草原文
化生态的变化与建构，必然要在世界摄动之下进
行。因此，必须坚持在与其他文化、特别是现代
西方文化的交流或碰撞中，去寻找和发掘草原文
化的内在活力，使其在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子
中求得新的发展。

三、寻求和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我们已
经意识到，在当代实现草原文化生态的调适和
优化，会遇到种种矛盾和难题。譬如，在维持草
原自然的原生和谐态与人对自然的开采利用之

间，传统的人文境界与现代生存需求之间，美学
品格的追求与实用功利的驱动之间，以及艺术
与科技之间等等，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背景和生
存方式中，都可能出现矛盾或成为难题。因此，
必须要有可以制衡的东西，以避免偏至，避免极
端。其中特别要始终注意保持与维护生命的整
体性，培养、发掘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不应只
考虑功利、效率，不要只把自然视为可资开发的
对象，使草原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的调适与优化
始终拥有可靠的基点。

与上述思路相关，自然会涉及到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草原文化的保
护与草原艺术的当代发展问题；二是如何对待
草原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问题。

关于传统草原文化的保护与草原艺术的当
代发展，从理论上说，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之下，随着经济因素一
同而来的外来的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民族地区
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信仰取向、审
美趣味等产生很大冲击，并从多方面消解原有
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使之失却了原有的和谐
态，其中，传统的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明
显影响，有的艺术品种或形式甚至面临消亡的
境遇。面对如此现状，积极采取一些保护性的
政策与措施，如建立草原艺术保护区等，无疑这
是一种良好的动议，是很有必要的，但客观事实
表明，仅仅凭借“保护”仍有一些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的问题。原因是：一方面，如前所述，任何
民族艺术的生成、存在，以及发展都是多因集合
的结果及体现，其中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诸
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其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作
用。而当代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光中国的
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变化，而且与之相
应，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以及生活方式、
生存需求，直至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都在程度
不同地发生着变化。在这样的现实之中，要单
独实现对草原艺术的传统形态的保护，其难度
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建立所谓的“保护区”
也是更多理想化的构想。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
不能设置一种界限，而将某个区域封闭起来，使
其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历史的经验表明，一
个民族处于封闭隔绝状态下时，是很少有变化
的；即使有变化，也是极其缓慢的。可是，一旦
当那种封闭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并受到外面的
世界的影响，那么，其明显的变化必然接踵而
至，甚至别人想不让其变化也不可能。

在现代信息十分发达，大众传媒播及甚广的
当今时代，“外面的世界”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
的。另一方面，草原艺术的传承主要是依靠生活
于当代的实践主体——人实现的。特别是草原
艺术中的歌、舞等艺术形式，只有它们“活”在艺
人（或艺术家）的身上和群体之中，才算得上是真
正的存在，而仅只存留于纸面上的动作、曲谱、节
奏、程式、图样等等远远不够。而在现代化步伐
不断加快的当代生存背景之下，“主体”的方方面
面的变化是在必然之中，那么，要做到群体性对
于草原艺术的原汁原味的传承，事实上是难以做
到的。而且若在群体中缺乏自觉自愿的和谐态，
凭靠外力的作用（如组织大型活动之类）是难以
奏效的。同时，就普遍意义而言，艺术不同于文
物，它是多因集合的、动态的、可变的，而文物则
主要是静态的、不可变的。正因如此，我们有必
要明晰这样的认识，即既不可因发展而忽略或牺
牲对传统草原文化艺术的保护，也不可以为了

“保护”而限制或替代草原艺术的当代发展。其
发展的优化选择，应该是适合于生态化机制与整
体性情境的。

在当代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对于传统的
草原艺术而言，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含量及其被
开掘的成功与否，则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
生存与发展。在古往的历史进程中，草原生成与
发展，呈现一种自然状态，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
境和谐相融；而在当代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
草原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很大
变化，因而，对其进行包括审美文化资源在内的
自觉调适与开掘是必需的和重要的。所谓自觉
开掘草原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主要是在
寻求与激活在当代新的背景之下发展草原艺术
的因子和机缘，是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生长
点。概而言之，自觉开掘草原艺术的审美文化资
源至少有如下三层意思：其一，是草原艺术在当
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二，是
在当代背景下对于草原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
在营造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显示自身价
值；其三，对于草原艺术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
阐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
品质。

总之，草原艺术生成、发展中的多因集合的
特性，决定了任何只对某一方面的单一选取、甚
至放大，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其持续
发展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启发我们进行
关于草原艺术发展中的生态化与整体性问题的
思考。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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