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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为对当前艺术的衰落表示极大的关注。
无论是芭蕾，是舞蹈，是艺术表演，是戏剧⋯⋯我们可以和国外比较，为什么国外的艺术可以如此繁
荣，而我们却越来越萧条，作者以业内人士独有的视点来看待问题，其中还提出了很多良策，对于今
天的中国无疑是改良作用的，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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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芭蕾：机遇与危机    欧建平中国唱片工业：历史回顾和前景展望    张广天  柯尔泰的舞台设计天地 
  刘杏林皮娜·鲍什与德国舞蹈剧场    欧建平与达里奥·福无关?——一场演出的台前幕后    张玉杰无
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剧作家属意中死亡    黄纪苏“三姐妹”如何“等待戈多”    王好立我的
观剧笔记    申慧辉我们真的需要戏剧吗?    [俄]达尼拉·科洛多德斯基文本与表演    [英]雷蒙·威廉姆斯
纸上还是场上    [意]欧金尼奥·巴尔巴声音的纹理    [法]罗兰·巴特舞蹈的动力    [德]皮娜·鲍什 经营
大型剧院的三个要素    李畅我心目中的国家大剧院    集体讨论编后语：我们还需要戏剧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台>>

章节摘录

书摘    (二)国有唱片社的观念错误，体制老化，知识结构紊乱，资金短缺，人才流失，制作、生产和
营销推广能力日益下降。
    国有唱片社，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
没有心理准备，没有理论研究，更没有发展方向。
只是近几年来，因为高级领导层的个别同志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问题，才开始
在观念上有所更新。
    不能否认，1994年以前，部分唱片社在制作和发行上有成功的例子。
如上海中唱的《红太阳》。
但这种成功，是得了文化市场改革开放以后还基本空虚的便宜。
而且这种成功在运作上，也是感性的、没有把握的。
    1993年，在市场不健全、生产营销不规范的前提下，许多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冒了一次险，掀起过一
阵虚假的高潮。
这以后，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局面，中国唱牛业真正地暴露出它的不足和空虚。
就说1998年，有多少国产唱片卖到5万张以上呢？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观念错误。
还有不少单位的负责人认为唱片是一种政策宣传的补充和延伸，或者是消遣娱乐，把它等同于一般的
消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唱片作为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个问题从年初开始有所改善。
上海方面领了头，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内部隐患依然很致命，必须抓紧治疗。
出版发行体制是首当其冲的。
固有的那几个渠道是养不活整整一个唱片工业的，必须开放。
其次，内部管理上机构太庞大，人员太芜杂，背着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没有形成一个适宜于现代工
业运作的良好机制。
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和推广营销人员的业务水平低下，知识结构老化，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没有
能力也没有意图去吸引社会上的年轻一代的人才，这就必将导致管理、制作、生产和出版发行各个方
面的能力的萎缩。
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制作方面。
    制作要求助于引进版和民间制作机构或个人，这是国有唱片业的悲剧。
制作，是唱片工业的立足之本。
失去了制作，也就失去了产品。
    目前，上海的唱片业试图改革，但是如果不注重体制的彻底更新和制作能力的培养，也将是缘木求
鱼，舍本求末。
    资金短缺，也是关键问题之一。
国家因为最初没有从观念上认识到唱片作为产业的巨大潜力，放手太早，留下了后遗症。
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资金后盾，如何与国际资本主义唱片业展开有效和有力的竞争呢?我们怎么能保证
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怎么能保证优秀的原材料不白白地流失和浪费呢?    表演的处理新颖而又意蕴深
厚。
    三姐妹的表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造型化”和“疏离化”。
演员主要通过形体造型而不是形体动作来传达信息。
动作减少到最低的限度，造型则强化到最高的限度。
这样，舞台上展示出一组组典雅庄重、错落有致的群像造型。
演员或坐或立、或正或侧(背)的静止的形体语言，具有无形的张力，将台词表达的内容——期望、遐
想、郁闷、烦恼、哀伤⋯⋯都撑住了，使它们不至轻易地滑落或消失。
这种处理，抓住了契诃夫的戏剧最主要的节奏——停顿，并且更进一步，将它所包束的心理或精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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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纷扰、紧张等等发挥到极致。
当灯光转暗时，演员的造型凝固为雕塑，似乎是“停顿”的超长的延宕。
在这样的“停顿”和“延宕”中实现的造型，“抽空”了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个体化内容，增添了
抽象和普遍的“人”(人类)的意义。
三姐妹因此可以聆听或体味两个流浪汉的胡言乱语。
    所谓“抽空”当然是有些夸张的说法。
舞台上，三个姐妹仍然保留着原作赋予的不同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子，这种影子已经化为一种淡淡的基
调：忧郁。
奥尔嘉的忧郁中透露着无奈，小妹伊琳娜则沉浸在梦幻般的忧郁之中，玛莎索性就是痛苦和忧郁的化
身。
演员“疏离化”的表演又为这种忧郁注入了更深的内涵。
姐妹三人很少有面对面的交流，好像距离很近，又好像距离遥远；她们相互之间常常“视而不见”，
好像只能倾听自己内心(或远在天边的姐妹)的声音，只能同内心(或远在天边的姐妹)交谈。
她们“说出采”的话语，往往没有温度，没有重量，似乎随时都会在空气中飘散。
因为有声的话语是没有意义的，远在天边的姐妹们听不到它，内心又拒绝它。
三姐妹同其他人的交往和关系，包括其中最有激情的情节，比如玛莎同恋人永久的道别，比如伊琳娜
听到未婚夫的死讯，也多半是以这种疏离的方式处理的。
“疏离”是对人物话语和行为的再度“抽空”。
契诃夫的戏剧始终关注人与人的隔膜，关注人的孤独。
这种表演的“疏离化”进一步将人的孤独推向极致。
在这样的孤独中，人彻底失去屏蔽，只能直接面对世界，直接面对上苍。
那两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等待”着的流浪汉的形象，因此可以进入三姐妹的视野。
    《戈多》的两个流浪汉和《三姐妹》的两个军官是由相同的两个演员扮演的。
他们都穿着同样的服装，都是一身而二任。
这是聪明的设计。
演员的表演注意到两种身分的区别，然而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角色身分的转换常常不着痕迹，观众的理解也就常常滞后。
这当然是有意制造的效果，着眼点在于异中之同而不是同中之异。
这样的处理，使得在时空和内容上相距很远的两个场景自然地拉近了距离，这是成功之处。
但是，对于在各方面都相距甚远的两组人物，采用直接的同一化的方式去拉近距离，显得比较勉强。
对于两个演员不时地变换角色或身份所具有的幽默感和荒诞感，观众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是不错的
效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可以如此轻易地接受编导者的暗示或诠释：两个军官在本质上同于两个流浪汉
。
人的本质或本性即使有可能相同，它也只有在极端的处境中才会裸露无遗，而两个军官的处境显然过
于一般，不足以同两个流浪汉平起平坐。
看来“一身二任”的设计也具有先天的功能缺陷，这里就不多谈了。
    皮娜·鲍什，你1973年离开福尔克旺舞蹈学院，来到乌珀塔尔，那时你说很怕被机制吞没，那种剧
院机制。
现在你还有这种感觉吗?    世事难料。
那时我觉得单枪匹马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觉得凡事只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
我以为剧院只能一直这么办下去。
那时我真的很怕。
    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眼下嘛⋯⋯有，也许是我现在的处境。
我一点不得空，甚至没时间说“我就不能到哪儿休息两周吗”。
倒不一定是度假——也算是度假吧，只是放松一下，暂时躲开这里的压力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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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没个停的时候⋯⋯有时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如果是你喜欢的事情，如果有意思——我指一般的工作——那你就能⋯⋯怎么说来着?⋯⋯自动充电。
这也挺好⋯⋯其实我原来一直喜欢这样。
真的，精力如此旺盛，我自己都觉得吃惊。
它还能从哪儿来呢?    你每周大约工作多少个小时?    数不清，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其实⋯⋯其实我总在工作。
每小时都在工作，又都不在工作。
这要看怎么说了。
    现在观众和评论界对你期望很高，你觉得紧张吗?    不知道。
也许过去和现在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那种感觉一直没变。
总有些时候，你对做过的事情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你没有拉开距离——所以总是在担心。
你对自己说：“会成功的。
以前别的事也做成了。
”那也没用。
担心总是有的。
    你是说，这种担心成为一个主题，渗入你所有的作品?    不，我想不是：    你有主题吗?特定的主题?
或者你的主题不断变化?    我觉得它们像是在循环运动：总是相同或相似的东西。
其实我的主题总是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关，我们的行为方式。
或者渴望．或者无奈，只是色调有时变一变。
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最近我发觉表面欢快的东西其实更悲伤。
在某些方面，我也有些变了。
    你曾经说过，你对怎么跳舞基本上不感兴趣，你更感兴趣的是舞蹈的动力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遵从这样的准则，他在舞蹈界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为什么做?首先是为什么跳舞？
过去几年和目前的发展趋势很可怕。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老套子，再也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最后只剩下一种怪怪的虚荣，离现实的人越来越远：我觉得我们应该彼此靠得更近些。
    “我们”是指舞蹈吗?编舞?    对，还有演员。
        你老家在哪里，你是怎么开始跳舞的?    我父亲开了一家酒馆，最开始，我被送去上一所儿童芭蕾
学校。
    也就是说，你不是先看表演，然后决定投身舞蹈，而是从学习芭蕾开始的，是吗?    是的。
在那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
        你从一开始就很喜欢跳舞吗?    反正我到了学校，和大家做一样的事情。
我记得老师叫我们趴在地上，用腿碰自己的头，然后她说：“她真是块演杂技的料呢!”现在听起来够
蠢的，可当时我特高兴，有人夸我呢。
如果你父亲是个开酒馆的，那你就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跟屁虫，基本上没人管你。
你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
我常常半夜十二点甚至一点才睡觉，或是坐在酒馆里的哪张桌子下面。
我们家里从不一起吃饭。
所以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我父母从来没有时间好好照管我。
    可你做小女孩时怎么会决定当舞蹈家的呢?    嗯，其实没什么决定。
我上了芭蕾学校，他们开始让我演一些小孩的角色，轻歌剧里的小侍童或者⋯⋯呃，我忘了⋯⋯阿拉
伯后宫里摇扇子的摩尔人，或者报童什么的。
我每次都吓得要死。
    那时你并不打算在戏剧界工作，是吗?    我没有认真想过。
也许就这么顺其自然地走到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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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做任何事情都很害怕，但我非常喜欢跳舞。
到我要毕业时，人一般要到那时才开始计划，或者不得不计划将来要做什么，因为你知道没学可上了
——到那时就基本清楚了。
    那么你毕业后直接就去了福尔克旺舞蹈学院，还是中间又隔了一段时间?    可以说都是。
我上了福尔克旺学校。
    那你什么时候从演员转而搞编舞的呢?    在福尔克旺学校，他们对——叫什么来着?；一对即兴创作课
很重视。
比现在重视多了。
⋯⋯但是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即兴创作课。
我们写点小玩艺，编几段舞蹈，研究一些作品。
反正我是这方面的活跃分子。
可是直到我从美国回来，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人一点变化也没有，我不满足于做一个舞蹈演员⋯⋯我
想找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可是我们什么机会也没有。
而且无所事事。
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沮丧，我才想到也许该自己搞点什么。
但绝不是因为我想编舞。
惟一的原因是我想跳舞。
没错，我想自己搞点什么，因为我只想跳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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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中内容多为对当前艺术的衰落表示极大的关注。
无论是芭蕾，是舞蹈，是艺术表演，是戏剧⋯⋯我们可以和国外比较，为什么国外的艺术可以如此繁
荣，而我们却越来越萧条，作者以业内人士独有的视点来看待问题，其中还提出了很多良策，对于今
天的中国无疑是改良作用的，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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