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各地，除伦敦西街、纽约百老汇的商业戏剧
舞台之外，还有“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这样供
不同类型舞台作品生存的演出空间，例如分布在
首尔大学路上的十几个中小型剧场正是韩国音

乐剧演出最为活跃的地区。近些年来，在广州大剧院、广东
艺术剧院等大型演艺场馆的聚合效应下，越来越多的民营剧
场在广州出现。正佳剧场、西瓜剧场这样的民营中小型剧场
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城市小剧场文化的空白。

然而，仅仅拥有剧场还不足以构建起一个城市丰富多
元的戏剧生态，至为关键的是需要大量形态多样、体量不一
的优质演艺作品供观众选择。到底粤港澳大湾区的民间戏
剧生态如何？近日，几位活跃的民间戏剧事业参与者聚谈
湾区民间戏剧这朵“野百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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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小圈子，
“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丽：展望未来，湾区民
间戏剧能否出现经典作品？

马迅之：一定会的，而且
我相信不久将来就会有一
系列经典作品诞生。因为
湾区民间戏剧这群人的执
着与努力，在商业市场实践
中，他们会带着这股冲劲，
不断打磨作品，找到更加接
地气的表达方式，从而创作
出经典作品。

杨小乱：湾区各个城市，
在地理上相连，使用的是共
同的语言，有着一致的文化，
相信戏剧创作也会有更多的
合作。而在这样的前提下，
自然会孕育出广受大众欢迎
的作品，这个我还是很有信
心的。

罗丽：在 2022 年“纪念
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 40 周
年系列活动”中，国家话剧
院的査明哲导演曾说：“如
果说在大剧场里更多感受
的是庄重、规整，建构和期
待的是平衡与完整；那么在
小剧场中更多体验的是亲
切、自由，寻求和期盼的是
变化与打破。内容与形式
上不拘一格地探索、创造，
是小剧场戏剧生命力之所
在。”你们认为，民间戏剧对

于戏剧生态而言，有什么存
在意义？

马迅之：某种程度上来
说，民间戏剧吸收着主流戏
剧的养分，也丰富了戏剧市
场，在主流戏剧中添加了一
份独特的气质，它从群众中
来，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接地气且具有思想性、实验
性、批判性，其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会给主
流戏剧带去一些刺激。

杨小乱：主流戏剧和商
业戏剧都会顾及观众的接
受能力进行创作和演出，而
在民间戏剧的创作中，观众
的需求并没有被放在最前
面 ，更 多 的 是 创 作 者 的 表
达，你可以做符合观众期待
的作品，也可以去做引领观
众 欣 赏 水 平 的 作 品 ，甚 至
也可以去做“冒犯”观众的
作 品 。 其 存 在 的 意 义 ，是
让更多人可以尝试戏剧艺
术，并非一定是专业出身，
更重要的是你热爱戏剧的
表达，以及享受戏剧创作、
表演的过程。同时它也拓
宽 了 戏 剧 的 边 界 ，去 做 一
些 主 流 戏 剧 、商 业 戏 剧 不
做 的 内 容 ，从 而 找 寻 到 下
一部经典。

4月16日本版推出《如何创造属于湾区舞台
的那只“猫”？》，指出在广东舞台剧目“井喷”之际，
也需关注戏剧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当下，大型剧
场演出不断的同时，也有许多民营剧场加入，填补
了城市小剧场文化的空白，为文艺市场的繁荣贡
献不小。本期“粤派评论”继续聚焦粤港澳大湾区
舞台艺术市场，关注民间戏剧这株“野百合”绽放
于百花园中的身姿，以期推动岭南戏剧创排演的
高质量发展，找到属于湾区的那只“猫”。

罗丽［广州文学艺术创
作研究院副院长、广州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年
一度的乌镇戏剧节是全国
戏剧人、戏剧观众最为关注
的戏剧盛会，每年都会从数
百部报名作品中选取18部
参加演出，并从这18部作品
中选出6部进入决赛，最终
评选出每年的小镇奖——
最佳戏剧奖。在最近几年
的青年竞演舞台上，不乏来
自广州的作品，但是很可惜
的是多年都未能进入决赛，
一直到去年的第九届乌镇
戏剧节，由广州青年戏剧人
米立所创作的作品《月亮光
光》终于成功杀入决赛，并
且赢得了最高奖项“小镇
奖”——最佳戏剧奖。

这是首次广州本地的
民间戏剧作品在乌镇青年
竞演的舞台上被认可。这
部由米立自编自导自演的

“小”作品，连同原班人马多
年前的旧作《抱枕人》共同
组成“南方怪人”系列，以连
台戏的方式在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上演。原本计划
只演两场，但却受到了本地
戏剧爱好者的关注热捧，又
临时加售了下午场，展示出
本土民间戏剧火红蓬勃的
一面。

杨小乱［自媒体“剧场
摩天轮”主理人，剧评人，
资深演出工作者］：广州目
前相对活跃的民间戏剧团
队有十多个，参与的大部
分都是戏剧爱好者，他们
坚持民间的戏剧创作与表
演，很多团队不断有新作
发表，表演场地是“西瓜剧
场”或是一些酒吧、小剧场
等空间。有的会向观众收
费，有的免费，重要的是可

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戏剧。
其中相对活跃的是空壳戏
剧工作室和生白剧场这两
个团队，成员规模都已达
到三十人左右。除了一些
可以商演的小作品外，他
们也会经常举办工作坊表
演和读剧活动。

马迅之［广州空壳戏剧
工作室创始人、主理人、导
演］：广州的民间剧团大多成
立于2015年至2018年这几
年。2009年，广州话剧艺术
中心戏剧教育培训部成立，
开设一系列的戏剧培训课程
与活动，让广州甚至珠三角
的戏剧爱好者有了学习的机
会与平台。上戏剧课的朋友
们自行组队创作，便有了民
间剧团的雏形。2015年，时
任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教
育培训部主任的姜迪武老师
在国内外邀请了众多优质的
戏剧导师前来开课，包括深
圳大学吴熙老师、香港“喜剧
之王”詹瑞文、法国戏剧大师
Philippe Gaulier、上海的
王彬冰老师等，他们把一些
戏剧理念传递给广州的戏
剧创作者们，戏剧创作者们
把这些戏剧理念运用到创
作之中。因此，广州非职业
戏剧节越办越好，也为年轻
的创作者们提供了展示的
机会与平台。循序渐进，良
性循环，民间戏剧氛围越
来越好，空壳戏剧工作室、
生白剧场、子不语剧团、青
林剧团等民间戏剧团队相
继成立。作为一个独立民
间剧团，空壳戏剧工作室
每年大戏小戏的创作量在
15 部左右，也有很多作品
最后没有公开演出。相比
之下，民间剧团的演出机
会略显不足。

罗丽：除广州外，大湾
区的其他城市，香港、澳
门、深圳等地的民间戏剧
活动情况如何？

杨小乱：香港、澳门两
地的民间剧团基本都是由
专业人士组成。到 2022
年为止，香港戏剧协会登
记在案的戏剧团队就有
160 个，而澳门的体量会
小一些，有三四十个。这
些团队基本上都以粤语演
出，作品面向的也都是本
地观众为主，而当地政府
也会给所有有需要的团队
提供补助。深圳情况和广
州类似，民间的戏剧团队
有10个左右，其中有由专
业院校毕业的人组成的团
队，也有由爱好者组成的
团队。其中专业的团队已
经在进行商业演出的创
作和运营了，而其他几个
由爱好者组成的团队，目

前更多还是有点像俱乐
部的样子，暂时无法进行
商业演出，更多是让成员
们可以在团队中享受戏
剧的乐趣。

罗丽：由此看来，民间
剧场的初衷和现状是否有
落差？

嘉庆［“西瓜剧场”创
办人］：确实有点落差，具
体在于小剧场的观众数量
并没有增加，整个行业也
非常艰难，无论戏剧人、剧
团、小剧场都没有可以持
续的资金。

米立［青年戏剧人，生
白剧场联合创始人、生白
剧场团长］：生存状况还是
不太乐观，有点类似乐队
圈的生态，据我所知很多
民间剧团的戏剧人要不还
有其他本职工作，要不在
做着生意，例如剧本杀。

杨小乱：民间戏剧人

以戏剧创作、表演为全职
的还是少部分，大多数人
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
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戏剧活
动。而那些全职的民间戏
剧人，相对来说收入并不
是特别稳定，主要还得看
是否有足够的表演课或者
上演率来养活自己，或者
就是要有一个副业来让自
己的生活宽裕一些。例
如，“西瓜剧场”在海珠区
江南西地铁站附近的老居
民区内，开业到如今已经
5 年了，目前通过场租和
一些周边的运营，据我所
知已经实现收支持平了。

马迅之：不少的民间
戏 剧 人 依 旧 是“ 为 爱 发
电”。庆幸的是，有一部分
人目前仍未放弃，走出疫
情坚强地“活”下来，并且
热爱戏剧的初心未变，坚
持创作。

罗丽：这些年湾区民
间戏剧作品获得过哪些荣
誉？

杨小乱：目前湾区的
这些民间剧团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可能就是生白剧
场的米立所创作的“南方
怪人”系列，这个系列的
《抱枕人》拿下了 2018 年
广州大学生戏剧节暨青年
非职业戏剧节的最佳剧目
和一系列个人奖项，《月亮
光光》则拿下了第九届乌
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最佳
戏剧奖，这可能也是目前
广州的民间戏剧创作拿到
的最高荣誉。

马迅之：空壳戏剧工
作室 2021 年广州青戏节
最高奖作品《三室 0 厅》
在不同城市都有演出；生
白剧场作品《月亮光光》
最近也启动了全国的巡
演；空壳戏剧工作室坚持
走市场，让作品接受市场
的检验，从而找到创作表
达与大众喜好相平衡的
点；2019 年空壳创作的一
部 30 分钟的轻喜剧作品
《金鱼》，原先抱着实验的
心态做的戏，如今在全国
演出了 40 场，也是一次
民间戏剧与商业探索的
实验。

罗丽：和北京、上海等
地的民间戏剧相比，有哪
些优势又有哪些不足？

马迅之：北京、上海因
为有中央戏剧学院、上海
戏剧学院这些专业院校的
基础，民间戏剧的发展会
更加专业化、系统化。而
对于湾区的民间剧团来
说，特别是广州的民间剧
团，大多非科班出身，会更
加吃力一些。不过非科班
出身的人也有一些好处，
就是没有那么多固有框架
限定，更接地气，很质朴，
野性。

杨小乱：所谓“南方”，
有着独特的本土特色，粤
语及广东文化几乎贯穿
其中，更显生活化，所呈
现出的戏剧样貌也与北
京上海有很大不同。例
如，米立所创作的“南方
怪人”系列作品，温情且
不煽情。

嘉庆：广州的观众可
能接触舞台剧比较少，接
受程度比较低，而且广州
人比较“实在”，所以卖票
比较困难。

米立：广州民间戏剧
团体之间竞争不大，团与
团之间关系良好，爱好者
足以撑起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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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民间小剧场戏剧的
演出空间小，由此决定了小
剧场戏剧剧目篇幅短小、演
职员和观众较少、舞台布景
处理灵活、制作成本相对较
少。同时，又因舞台与观众
席距离近而拉近了观演距
离，从而增进观众与演员的
交流，这正是小剧场演出的
价值与魅力所在？

马迅之：我觉得民间戏剧
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小众，但
是它在不断发展，不断破圈，
找到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的
表达，让更多人了解到民间
戏剧。我们在创作中坚持自
己的表达的同时，也非常期
待观众的反馈，所有的戏剧
都是需要观众的，完全不顾
及观众期待的创作也找不到
太好的落脚点与发展方向，
我们在创作中会考虑到这些
点。至于票房，也是要慢慢
培养，只有不断出好的作品，
观众才会来买票，才会有好
的 票 房 ，然 后 继 续 新 的 创
作。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良性
循环，也是剧团发展必经的
道路。

杨小乱：民间戏剧本来受
众群体就比较小，能交流的
人也少，也就自然会觉得像

“小圈子”了。其中大部分作
品暂未有太好的票房成绩，
我们在创作及制作的时候也
不太会考虑这些，所以相比
于自身的表达，观众的票房
期待可能会放在相对靠后的
位置。

嘉庆：我觉得现在剧团的
创作已经有从观众的角度去
考虑了，希望尽快融入大众，
这是不是好的现象我不知
道，但是已经有人看到了，可
能也是要向票房妥协吧。

米立：民间戏剧是“小圈
子”，但并非有意为之。目前
为了让更多人走进剧场，我
觉得是需要适当考虑观众的
期待的，票房也一样。

罗丽：民间戏剧与主流戏
剧、商业戏剧之间的关系如
何？

马迅之：民间戏剧某种
程度来说会逐步发展成为主
流戏剧。这几十年来，进入
小剧场看剧的观众越来越
多，所以在经过不断的市场
探索与实践之后，我相信民
间戏剧会越来越走向商业运
作，在更多观众面前亮相。
民间戏剧在保留其尖锐性、
实验性、批判性的同时，会与
商业戏剧结合得越来越密
切，相信会有一些经典作品
诞生。就像近年来非常火的
九人剧团源自北京大学，就
是通过不断的创作实践积
累，打造一批优质的剧目，让
观众熟知，得到观众喜爱。

杨小乱：民间戏剧与主流
戏剧、商业戏剧其实有很多
交集的地方，只是相对而言，
民间戏剧在作品的成熟度上
会有一些参差，参与的人员
在专业度上也有不同，联合
或者转化需要看本地是否有
平台可以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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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在乌镇戏剧节上露天演出

《月亮光光》剧照

西瓜剧场

小型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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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迅之、杨小乱提供

《苹果之上的一缕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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