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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话剧的现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看待话剧创作的独特性，发挥剧作家的个性。 

  所谓“话剧创作的独特性”，是指话剧剧本创作中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手段。在各级领导抓创作抓剧本

的时候，无论这个题材多么新颖，无论这个创意多么动人，最终要把写作的任务交到剧作家手里。现在能

决定剧作家命运的人越来越多，主管领导、独立制作人、投资人和导演。他们先是一起来告诉剧作家这个

剧本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去写，然后再告诉他现在写的问题在哪儿，如何修改……不能否认这种创作

也可能会碰撞出真知灼见，也确有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好作品，但这种集较多人之力完成的作

品，其个性化色彩也常常有所限制。 

  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都是以其个性化特征为标志的。这个独特是剧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是剧作

家对生活事件进入戏剧状态独特的感觉，是剧作家对构成戏剧情境、戏剧冲突、戏剧人物和人物的情感状

态独特的理解和把握，是剧作家对戏剧舞台的时间、空间关系独特的呈现。这种独特就蕴藏在剧作家的心

中，就潜行在剧作家的血脉之中，就漂游在剧作家的灵魂深处。它也许是剧作家一生关于戏剧梦想的迷

幻，它也许是剧作家顿悟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最终给予的关照，它也许是剧作家的思想穿越时空隧道之后

留给当代人的警示，它也许是剧作家的感动在畅游情感世界之后最完美的咏叹。总之，当我们以各种理由

剥夺了剧作家的独特的表述时，这部作品可能什么都有，只是缺少了那一丁点儿属于剧作家个人的口吻和

语气！于是，像上帝对着泥人吹一口气使它从此拥有生命一样，我们的剧作家却无论如何也吹不醒他捏造

的那些人物。独特性之所以独特，就因为它是不可替代的。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舞台经验的职业编剧无论人数和创作数量都在急剧减少，

而活跃于当前戏剧创作的主体编剧有许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热爱戏剧创作的非职业人员。无论是先锋戏

剧、探索戏剧、小剧场戏剧、搞笑剧等无疑为戏剧演出市场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它们以清新、轻松、时

尚、幽默的身姿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阶层年轻的观众，但是同时，他们的肤浅、直白、偏颇与过激，也如一

股冷风刮走了一批久坐于剧场的老观众。比如，一位以探索为前导的著名先锋派戏剧导演，在他们的作品

被观众质疑时，他竟说： 这种戏是中央戏剧学院一百个教授、一千个学生搞不出来的！还有一批以市场

为目的的戏剧人，集中全部精力搞笑，所谓“三分钟一小笑，五分钟一爆笑”，还有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

作家也热情投入戏剧创作，他们的话剧作品虽然有独特的文学性，但总体上在对话剧本体的认识上，在对

舞台时间、空间的关系上，在戏剧语言的功力上都有明显的欠缺；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现象，即有些戏剧

更多地依赖于著名导演从而成为导演的戏剧，于是在戏剧院团、编剧、导演之间仿佛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

种默契：要么是店大欺客，要么是客大欺店。 

  于是，如今出现了许多有待研究的戏剧现象：一是从注重精致的戏剧结构转向散文化结构和淡化情

节，从叙事上颠覆了最基础的故事性，在这种戏剧中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经典话剧中严谨精巧的结构、情

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其实，这些人大多是因为没有本事从生活中发现并提取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适

合于戏剧表现的生活素材。故事情节仅仅是为了引人入胜而成为叙述载体，并不能在故事本身及情节发展

中自然蕴含着对人物命运的昭示与精神的颂扬。二是从着力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逻辑转向随意展示人

物行为，丢失人物性格分析。三是从精心营造戏剧情境，在典型环境中表现人物独特性格和心理转向无目

的的设置场景和随意打破时空。四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来锤炼戏剧语言转向毫无味道的、为搞

话剧现状的忧思 
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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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通奸”罪吗？ 

●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 

●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了吗？ 

●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 

●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

● 文学如何向现实“说话” 

●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 

●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 暧昧的“民间”：“断裂问卷”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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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而植入的时尚语言或作者直白的书面语言。五是从导演的二度创作上对剧作的深刻把握，舞台表现形式

的深入理解转向单纯的标新立异，甚至是严重的个人表现。六是从表演上着重塑造人物性格转向接受并继

续制造自己的“粉丝”。 

  如此一来，话剧艺术的魅力将体现在何处？ 

原载：《 人民日报 》（ 2009年11月13日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