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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剧不是儿戏，排给孩子们看的一定是健康有营养的，要做得比动画片、游戏更有

吸引力，才能吸引孩子们走进剧场。

当了妈妈后，李萌在微信上加了几个
“妈妈群”，从妈妈们的互相推荐中，李萌知
道了儿童戏剧节的存在。赶在闭幕前，她
带着3岁的儿子观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
儿童剧。

演出开始前，李萌对自己的定位是陪
伴的角色——“儿童剧嘛，估计比较幼稚，
大人陪好孩子就好。”没想到，戏剧开始后，
李萌意外地投入到了剧情发展中，“这部剧
关注了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从孩子的视
角讲述二胎的家庭变化，演员们的表演生
动有趣，而且很真实地反映了孩子的心理
变化”。李萌注意到，不仅是自己，很多家
长都和孩子一起被剧情感染，时而哈哈大
笑，时而眉头微蹙。

看完演出，李萌第一时间询问了儿子
的感受，“他说下次还要来”。李萌说，沾了
小朋友的光，自己在20多年后再次走进了
儿童剧院，这次体验让她意识到，儿童剧变
了：剧情有意思，剧目选择多，剧场条件好，
最令她没想到的是，儿童剧“火”了。

在暑假所有围绕孩子的消费中，儿童
剧已经被很多家长列入了必选清单。

旺季来临

儿童剧的“火”，从演出市场安排上就
可见一斑。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
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及中国儿童戏剧研究
会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37
天的时间里，共安排了57部戏剧191场演
出以及丰富的活动，还在济南、成都等地设
立了戏剧节分会场。国家大剧院也在这个
暑假主办了“国际儿童戏剧季”，共有 6 台

23场海内外精彩儿童剧目轮番上演。不只
是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的儿童剧演出同
样令人目不暇接。

暑假是儿童剧的旺季。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院长尹晓东告诉记者，就全年来说，中
国儿艺每年的演出多达 600 余场，这几年
演出的数量、上座率都很不错，票房收入实
现了逐年增加。“之前，我们国家只有上海
国际儿童戏剧节和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儿童
戏剧节。现在，西安、武汉、成都、沈阳等地
都开始举办儿童戏剧节。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社会对儿童剧的关注。”

和如今的火爆相对，儿童剧曾经历过一
段低谷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导演钟浩
打出租车，告诉司机自己要去中国儿艺，司
机遗憾地对他说：“我小时候就看儿艺的《马
兰花》，现在怎么看不到了？我想带我的孩
子去看。”在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当年
中国儿艺一两年才能排一出新戏，一个角色
甚至四五个人轮流演，“我们自己的演出填
不满剧场，演出场地有时就出租给外面的演
出团体”。尹晓东回忆，10年前，儿童剧的
演出还比较困难，主要依靠学校包场，普通
观众自费走入剧场观看的情况比较少。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尹晓东说，目
前中国儿艺每年自创儿童剧保持在5部左
右，周末到售票处排队购票的大多是以家
庭为单位的普通观众。数据印证了这种变
化，有统计显示，2018 年我国儿童剧观众
达到 654 万人次，这个数字甚至超过话剧
观众人次。

“中国儿艺每年大概有70场演出是完
全免费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低票价公益演
出，纯粹营业性的演出占比并不高。演出的
票价一般为50元至180元，票价10年没动

过。”尹晓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几年中国
儿艺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催热市场

市场行情的转变并非在一夕之间，需
求的释放经历了逐渐累积的过程。李萌
说，她开始关注儿童剧源于家长们的互相
推荐。“我们不想孩子的空余时间只被动画
片、手机等电子产品占满，希望他们的生活
尽量丰富，接受艺术熏陶，收获正能量的教
育。”儿童剧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不错选
择，“演出很多，而且价格相对便宜，在家庭
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随着家长文化水平
的提高，新一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可谓不
遗余力，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直接推动儿
童剧消费能力增强。

尹晓东认为，儿童剧的红火离不开政
府、学校、家庭对孩子美育教育的重视。他
印象中2014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北京
市教委开始实施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小
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引导高校和社会力
量参与到小学美育教育中。中国儿艺作为
社会力量，与北京灯市口小学等“结成对
子”，戏剧表演开始成为孩子们的课程，儿
艺的舞台成为他们定期汇报演出的窗口。

“能唱能跳能表演的戏剧教育，给孩子们的
身心、仪表仪态带来很大变化。”尹晓东说，
日常的接触拉近了孩子们与儿童剧的距
离。最近又有好消息传来，在《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了增强美育熏陶
的内容。

当然，儿童剧受到市场认可本质上离

不开自身在创作上的改变和发展。“儿童剧
不是儿戏，排给孩子们看的一定是健康有营
养的，要做得比动画片、游戏更有吸引力，才
能吸引孩子们走进剧场。”尹晓东说，从创作
题材上，中国儿艺的思路不断打开，目前形
成了三大方向，包括传统文化、外国经典和
现实题材，“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找到和自己
生活的联系，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兴趣”。

和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解决艺术呈现问
题。“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接触到酷炫场
面，如果走进剧场，看到的还是很简陋的表
达方式，艺术呈现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再好
的内容也难以吸引他们。”尹晓东举了一个
例子，《小飞侠彼得·潘》是目前深受小朋友
喜爱的一部剧，剧中的人物需要在舞台上
方飞行，关于如何完美呈现飞行状态曾有
几次争议，“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手偶操
作，但效果不好；最难的方式是通过高科技
手段，打造三维空间，大家的顾虑是时间
紧、任务重、成本高”。尹晓东最后拍板，为
了艺术呈现效果，采取最难方式。最终，观
众的反映证明尹晓东的决策是对的。“一部
优秀儿童剧，一定要在内容上传达正确的
价值观，在表达上追求精美的呈现。”

待解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国14岁以下的儿童超
过 2 亿人，而全国国有儿童文艺院团不过
20多家。这些院团的演出大都处于满负荷
状态，每个院团每年演出超过 300 场。即
便如此，相对于广大儿童的需求，儿童剧供
给仍然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看到了儿童剧市
场中的“商机”，开始投资儿童剧。在尹晓
东看来，有更多人参与儿童剧创作本身是
件好事，但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容忽
视。“和芭蕾舞剧、歌剧等相比，儿童剧的门
槛和成本都比较低，这导致一些没有能力
的机构粗制滥造儿童剧。”他坚持认为，儿
童剧的创作要坚守责任和良知，把社会效
益放在重要位置，不能唯利是图。

“就儿童剧创作来说，要进一步打开创
作思路。”尹晓东表示，市场中固然需要根
据经典改编的儿童剧，但这不能成为唯
一。通过近几年和国外院团的交流，他发
现，国外院团普遍体量小，三五个人完成一
出剧很常见；演出的场地也很小，条件所限
反而促使他们想办法，在想象力、创造力上
下足功夫。他认为，我们的儿童剧恰好需
要在这方面突破。

“儿童剧的演出要细化，以适应不同年
龄段儿童心智成长的需求。”尹晓东解释，
对于孩子来说，两三岁的年龄差距在欣赏
和理解儿童剧的水平上已经有明显差异，

“4岁上幼儿园的孩子和6岁已经上小学的
孩子，感兴趣的点不一样”。由此，对作品
进行“年龄分段”——哪些作品适合哪个年
龄段的孩子看，从创作上更有针对性，让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戏可看。“目前，我们
表现青少年生活的剧比较缺少。”

儿童剧的对外交流也是亟待补上的短
板。“不同于京剧、杂技、芭蕾舞等表演，儿
童剧受到语言、演出体量等问题的影响更
大。”尹晓东说。2014年以前，中国儿艺的
演出足迹甚至没有到过欧洲。“对外交流展
示对儿童剧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这需要
我们在小剧场剧目上形成更多适应国外演
出需要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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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只有“火”字能配得上。
“哪吒”逆天改命，带火了票房，创造了中国

动画电影的纪录；《烈火英雄》逆命而行，带火了
口碑，填补了中国灾难电影的空白。谁说《哪吒
之魔童降世》太火爆，新片难生存？《烈火英雄》
就生存得很好，看看观众走出影院时红红的双
眼就知道。

纵观世界影史，《摩天楼》《勇往直前》《等救
火的日子》，都是“最美逆行者”的篇章。在一众
佳片面前，《烈火英雄》算不上完美。“节奏上缺
了点张弛有度，抒情时又少了点克制内敛；无论
从灾难类型片的角度抑或英雄叙事的方面，都
欠了点火候。”有影评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

“不完美”的缺憾没有影响观影热情，人们愿意
为这部“120分钟里可以哭110分钟”的影片贡献
票房，因为它的足够真实，最是真实动人心。

《烈火英雄》改编自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
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故事原型是2010年
发生在大连的一场油爆火灾，反映了消防战士
在火场救援的“燃”。为求真实还原，影片1:1实
景搭建了港口油罐区，主创们亲历火场进行了
840个小时的拍摄；油管爆炸、烈火燃烧、城市恐
慌，代入感极强。以至于有些观众提出质疑：是
否阐释过度了？

事实却是，现实中的火情更加残酷。一组
数据可以佐证：为解除化学品爆炸危险，消防员
必须进入火场手动关闭阀门，镜头内，每个阀门
8000转、4个阀门32000转，镜头外，一个阀门就
要8万转。所以，鲍尔吉·原野才说，自己在整理
采访记录形成书稿时常常被消防员的事迹感动
的泪流满面，导致许多材料被泪水打湿，于是就
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起了一个带文艺感的名
字。所以《烈火英雄》导演陈国辉坦言，自己并
没有煽情，反而是在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做到了
尽可能的克制。

这就是真实的力量，不需要编剧刻意去撰
写、去美化；这就是伟大的英雄，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不过是他们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烈火英雄》传递了真实的情感，反映了消
防战士日常生活中的“泪”。影片片尾曲名为

《逆行者》，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每一
次惊心动魄，每一次被浓烟吞没，其实我知道，
你也平凡如我。”是啊，再伟大的英雄在成为英
雄之前，也是千千万万人中平凡的一个。

银幕上，成年的儿子希望得到威严父亲的
认可、年幼的孩子希望爸爸能够参加学校的家
长会、年轻的情侣间有甜蜜也有隔阂争吵……
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在烦恼的、会害怕的，作
为消防员的他们也会有，只是在危险面前，他
们永远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罢了。这部电影
里有个凡事冲在一线、嚷嚷着要当英雄的消防
员，可真到了生死关头，也会吼出一句“我不想
死”。丢人吗？一点也不！他只是用脆弱勾勒
出消防员的坚强、用恐惧描绘出真实群体的画
像，哪有什么“无所不能”，不过是他们在为我
们竭尽全力。这一份贴近生活的真情实感，你
我都懂。

是伟大，亦平凡；够真实，才动人。英雄的
魄力、影片的魅力，大抵如此。导演陈国辉说，
拍《烈火英雄》是想把消防员干了什么告诉观
众；一众主创说，请大家忘了他们这些演员，记
住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那些人才是真正的
英雄。我们了解了、也记住了，在这之后，是不
是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少一些做英雄
的机会，多一些做普通人的幸福。

够真实 才动人

□ 牛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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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式剧目——《火光

中的繁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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