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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省舞台艺
术创作稳步发展，作品数量
和质量不断提高，创作演出
了 民 族 舞 剧《沙 湾 往 事》

《醒·狮》；芭蕾舞剧《浩然铁
军》《旗帜》；话剧《康有为与
梁启超》《大道》《深海》；粤
剧《梦·红船》《还金记》；潮
剧《红 军 阿 姆》《秘 密 交 通
站》；山 歌 剧《客 魂·家 风》

《白鹭村》；歌剧《红流澎湃》
《先行者》等一大批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

其 中 ，《沙 湾 往 事》于
2016 年在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上荣获第十五届文华
大奖；《醒·狮》荣获第十一
届 中 国 舞 蹈 最 高 奖“ 荷 花
奖”舞剧奖，这两部作品成
为国内演出市场最受欢迎
的“出圈”作品。

总体看来，广东文艺精
品创作有这样几个明显特
征：

——深挖岭南题材，表
现 时 代 生 活 ，讲 好 广 东 故
事、中国故事。特别是结合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小康社会与
新 农 村 建 设 、抗 击 新 冠 疫
情、建党百年等重大时间节
点 ，创 作 演 出 了 大 量 讴 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作品。

——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上
勇于探索创新，体现出时代
的审美特色。广东的舞台
艺术工作者能够遵循时代
的发展要求，顺应时代观众
的审美变化，探索艺术形式
之美。比如粤剧《决战天策
府》《白蛇传·情》《红头巾》，
话剧《大道》等，无论是对当
下流行元素或不同门类艺
术样式的融合，还是体现本
门类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表
达，广东舞台艺术作品都有
了较大进步。

—— 充 分 体 现 了 以 创
作为中心任务，以演出为中
心环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的要求。近期刚刚
上演的音乐剧《使命必达》
和《这里的冬天不下雪》以
低成本、接地气的创作和演
出，体现了院团植根市场，
面向观众的创作与运营管
理观念。在扎实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的进程中，广东的
舞台艺术作品正展示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

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
我们应该在继续加强内容
表现和人物刻画的同时，不
断探索和实践更具时代精
神的中国审美特征表达。

创 新 和 完 善 文 艺 院 团
的运营管理机制，每年有固
定的创作生产经费用来排
演正常的年度作品，争取用
政府投入一部分和市场回
收一部分的方式达到制作
和演出运营的成本平衡，用
更多精致、优美、低成本的
作品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
求。重大题材的作品经专
家论证后由政府另行投入。

在 各 级 院 团 排 演 的 经
典或小型原创作品，要更多
使用本团、本地、本区域专
业人员，加快广东青年人才
的成长，改变广东目前人才
短 缺 的 情 况 ，最 终 形 成 人
才、作品自动涌出的局面，
实现“精品立省”的目标。

广东正展示
文艺精品创作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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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现状

话剧《深海》：
唯有真情最动人

文脉案例

7 月 ，广 州 舞 剧
《醒·狮》“一元演出”
刷 屏 ，逾 300 万 人 打
卡，点燃线上演出浪
潮 ；话 剧《深 海》造 访 宁
波，深沉大爱震撼甬城，掌声
经久不息；粤剧《谯国夫人》《白蛇
传·情》《四大名著·选粹》在新疆展
演大放异彩，收获了一大波当地粉丝
……广东的文艺精品，火了！

据统计，2015 年以来，广东共有
385 人 次 获 国 家 级 文 艺 奖 项 ，418 项
（次）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和国际性奖
项。近年来，广东“现象级”的文艺精
品力作更是频出，在全国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从“文华大奖”“五
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沙湾往事》，到
掀起国风新浪潮的中国首部 4K 全景
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广东文艺作
品强势出圈，勇攀文艺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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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日，《深海》在宁波天然
舞台的两场演出落下帷幕，甬城的
观众与《深海》同频共振，为黄旭华
平凡而伟大的人生经历折服。演到
动人之处，在场的观众眼眶含泪、
情难自禁。

《深海》是近年来广东文艺精品
之一，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隐姓埋
名三十载，带领我国核潜艇研发团
队，呕心沥血打造国之重器的动人
故事。2020年 6月，《深海》在广州
友谊剧院首演，随后于上海、北京、
武汉等多地巡演，各界反响热烈。
今年6月，该剧重启精修创排，开启
了新一轮的巡演。

话剧《深海》出品人、黄旭华妻
子李世英扮演者杨春荣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该剧在武汉演出期间，剧组
专程拜访了黄旭华院士及家人。在
会面过程中，黄旭华院士看了剧本，
表示很满意。在武汉演出当晚，黄
旭华院士及夫人、女儿亲临现场。
话剧结束后，黄旭华院士难掩激动
心情落泪：“你们把我和夫人的思想
状态高度浓缩，并演绎了出来。”

《深海》还在第十四届广东省艺
术节上获得最高奖项“广东省艺术
节大奖”等诸多殊荣，并将于今年
代表广东省参评第十七届文华奖

“文华大奖”。“在《深海》演出之后，
据黄老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反映，
报名舰船设计、核潜艇研究设计等
专业的青年人较之前多了许多，更
多的年轻一代愿意以黄老为榜样，
继续为祖国‘深潜’。”对此，杨春荣
感到很欣慰。

剧本获院士本人肯定

不同于以往的传记性舞台作
品，话剧《深海》聚焦黄旭华的内心
世界，叙事节奏打动人、感染人。

“如何抓住一个现实中的英雄形
象，在真实和艺术之间找到最佳的
平衡点，是创作最大的难题之一。”
杨春荣表示，创作团队先后前往汕
头、汕尾以及武汉、三亚等黄旭华
院士的家乡和工作地点采风，并向
相关部门申请与黄旭华院士夫妇面
谈和深入采访，力求演绎出角色的
内心世界与对个性的贴身理解。

在导演黄定山看来，能够打动
人心的，是人性中普世的情感。“只
有真正走进人物的生活，去探索这
个独特的生命体，才能真实感人。
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最重要的就
是要聚焦‘真’和‘人’。”

为此，《深海》摒弃了高大上的
布道式语言，通过能够切身体会到
的生活细节和情感感染着观众。这
种感情的承载，在《深海》中化为一
把小小的梳子——舞台上，黄旭华
的母亲看到儿子拿出五十年前她送
的一把银梳子，就接过来为儿子梳
头，因为儿子已经长出了白发。这
些细节，都表现得催人泪下。

深潜 300 米，是核潜艇建造的
一个里程碑，极限深潜极具风险。

当年，为了稳定队伍情绪，在试验
时，黄旭华与大家一同上艇深潜，
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
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黄旭华准
备上艇深潜的戏份被称为全剧的

“戏眼”，把下潜前黄旭华与妻子李
世英之间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春荣称，如果这幕戏说黄旭华
希望勇敢下潜、妻子一味鼓励，那就
成了“主旋律套路”，也不符合人之常
情，“所以我们着重呈现出妻子的担
忧与诘问，在两人激烈的冲突中，妻
子最终选择支持丈夫的决定”。

这个设计也得益于杨春荣此前
对黄旭华院士夫人李世英的采访。
当年，得知丈夫决定上艇深潜后，
李世英告诉黄旭华：“作为总设计
师你应该去的。你要是走了，我给
你把家守得好好的；你要是回来
了，我就在家里等你。”这句话，深
深地打动了杨春荣。

蕴藏在《深海》中的大爱与真情
也打动了无数观众。杨春荣回忆
称，有次巡演谢幕时，海军士兵向
观众行军礼，一位稚嫩的小男孩敬
着不太标准的举手礼，久久不愿放
下。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来看这部话剧的观
众要提前准备好手绢”。

聚焦“真”与“人”打动人心

沉浸舞台艺术多年的杨春荣深
知，越是主旋律题材，舞台越要有
想象力，唯有艺术才能俘获人心。
立意高而艺术性强，是话剧《深海》
成为难得佳作的重要原因。该剧编
剧周振天介绍：“在这部话剧中，我
们努力抓住主人公黄旭华在经历大
时代的背景、命运的坎坷后，始终
坚持信仰的立意。”

在艺术表现上，《深海》正剧部
分突破了传统舞台的限制和表现方
式，在深海、火车前行等场面运用
电影手法，营造出开阔大气、衔接
自然的艺术效果。此外，全剧富有
地方特色。由于黄旭华是广东汕尾
市人，剧中加入了英歌舞等广东地
方特色元素，展现岭南文化。

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认为，《深
海》的艺术成就很高。在他看来，
中国话剧的光荣传统就是救亡、拥
抱现实，《深海》继承了这个传统。
尤其是剧本本身有着坚实的文学基
础，三条回忆链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颇具艺术美感。“1970 年，完成
了第一艘核潜艇，夫妻两人四次敬
酒，忠孝难两全，一个英雄背后背
负的重要使命凸显了出来。”

“观众来到剧场看一场话剧，期
待的是跌宕起伏的故事，富有哲理
性、思辨性的语言。我们想把主旋律
的作品也做出艺术性，而非枯燥的宣
传和说教。”在杨春荣看来，让观众在
剧场中感受舞台艺术的力量、有共
鸣，这就是舞台艺术的魅力。

用艺术手法呈现主旋律

近年来，广东省高度重视文艺
创作生产，以打造艺术精品为目
标，创新实施“复排演出经典剧节
目、推广演出当红流行剧节目、创
排演出新创剧节目”的“三线并进”
艺术生产模式，加强文艺精品创作
展演。

其中，重点推进“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建党百年”三个专题创作计划，
指导、扶持全省新创排大型剧目
逾 45 部，其中现实题材大型剧目
10 部（含扶贫题材 3 部，抗疫题材
3 部），占比 22%；红色和历史题材
23 部，占比 51%。新创排粤剧《谯
国夫人》、话剧《深海》等，复排经
典舞剧《风雨红棉》等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现实题材舞台艺术精品
力作。

广东通过树立“精品立省”的理
念，不断推动“出精品、出人才、出
活力”，打造全国知名文艺品牌；全
力支持话剧《深海》参评第十三届

中国艺术节“文华
大奖”；逐步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艺
术节、广东省艺术
节、中国粤剧节等
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文艺品牌。

广东各地在政
策、资金、人才等方
面大力扶持。下一
步，广东即将启动
文艺精品创作扶持
计划，设立文艺精品专项扶持资
金，力争通过一系列重点文艺工程
项目的实施，激发带动全省文艺原
创生产蓬勃发展。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广东各文艺院团正
在创排一批新剧目，包括舞剧《万
家灯火》、舞剧《四时嫣红》（暂名）、
话剧《羊城·暗哨》、粤剧《东江依旧
紫荆红》等，继续为广东的文艺精
品库添砖加瓦。

“三线并进”打造精品力作

7 月 26 日晚，经典传统粤剧
《罗通扫北》在广州江南大戏院上
演。多年未上演的《罗通扫北》再
度“复出”，观众反响格外热烈。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
长、《罗通扫北》监制练行村表示：

“该剧的成功复排，有助于恢复和再
现传统粤剧的行当艺术，展示粤剧
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同时充分发
挥了粤剧传承人的传帮带作用。”

传统经典名剧在观众中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既展现粤剧名家的艺
术造诣，又充分体现粤剧传统戏曲

艺术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广东粤
剧院通过“传统经典，青春呈献”

“粤剧传统行当专场”“名家传戏”
等多种方式，对《梦断香销四十年》
《花蕊夫人》等一批优秀传统剧目
进行了分批整理、复排和展演。

同时，广东还启动了四大名家
经典名作的整理收集工作，对罗品
超、文觉非、郎筠玉、罗家宝四位粤
剧艺术名家所留下的艺术资料进行
多渠道收集、整理、保护，形成四大
名家数据库，举办相关艺术专题展
览，向名家致敬。

守正创新传承艺术精髓

今年7月 21日，广州歌舞剧院
创排的当红舞剧《醒·狮》直播当晚，
吸引了超340万人次围观。“1元云
端看《醒·狮》”话题获得超过 1000
万人次关注，139.41万网友点赞。

此前，全国首部粤剧 4K 电影
《白蛇传·情》引发了粤剧国潮热
浪，票房更是创下中国戏曲电影之
最。该片预告片在B站登场后引发
社交热议，传统粤剧文化成功“出
圈”。《白蛇传·情》目前已摘下第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
名奖”等奖项，并在第 76届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VPB单元展映。

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线上演

艺平台发展，开辟了“先进技术为
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的文艺传
播新路径，让诸多文艺精品迈向更
广阔的天地。

广东的文艺团体利用现有资
源，开辟网上服务，推动全省网上
直播、线上观演观展服务加速发
展，打造“云上”新平台，推出“线
上”新业态。

广东粤剧院推出“线上春班”
“经典粤剧在线”和“粤剧在线小游
戏 ”，趣 味 性 地 普 及 粤 剧 知 识 。
2020年以来，广东粤剧院开展网上
直播场次14场，累计点击量600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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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话剧《《深海深海》》剧照剧照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羊城晚报社联合主
办的《岭南文脉》全媒体周刊，今起推出“探文艺精

品”系列。
今年2月，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召开，对新发展阶

段文化强省建设进行再部署、再推动。5月，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
精神力量。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斌向媒体表示，全省
文化和旅游系统要树立“精品立省、改革引领、服务提质、融合增
效”工作思路，努力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和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岭南文脉》担负起新的责
任正当其时，将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强省的主题
而展开，聚焦新阶段广东文旅工作的重点，助力“岭
南文脉”在新时代有新的赓续与发展。

对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岭南的考古、文物、非
遗等大有延伸空间；文艺精品创作、文艺院团改革、
文化场馆建设等方面，正在进一步发力；加快建设
大湾区文化圈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广东文旅人正
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岭南大地上的文旅新事、
要事，我们都将在《岭南文脉》里为您一一讲述。敬
请垂注。

舞剧舞剧《《醒醒··狮狮》》直播当晚吸引超直播当晚吸引超340340万人次围观万人次围观

粤剧粤剧《《罗通扫北罗通扫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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