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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话剧
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点评人：苏柳（国家一级编剧、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词
刊》编委）

瞬间浓缩陈民宪人生轨迹的八个字我可以脱口而出：阅尽沧桑、词路
艰辛。几十年人生霜雪，把他的歌词历练得炉火纯青。陈民宪勤奋好学，
待人真诚，词如其人，词品谦和。

我尤其要为陈民宪的《家园》点赞：“风吹来/浪打来/最宽广的地方是
家园/歌传来/香飘来/最温暖的地方是家园”。这，颇有词坛泰斗乔老爷一
条大河波浪宽的境界！

点评人：马智勇（音乐策划制作人、九天音乐网CEO）
并未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与修饰，简约的遣词用句却能直达人心深处。

“马头墙下闻桃花清香/烟雨阡陌听一曲古琴清幽/坐在河边让风儿吹得温
柔/我喜欢这样的时光慢悠悠”。这些歌词如同清风夹着桂花香飘过，沁人
心脾，又如山顶闲寺的清晨，恬静、清新，不经意间却深埋记忆。

记得陈民宪和我讲过：“作为一个职业音乐人，把音乐创作当成一个例
行的工作还是一个激情的创造，这很重要。如何汇集灵感，储存灵感，保持
创作激情非常重要，灵感并非从天而降，是建立在冥思苦想、日积月累的基
础上的。”陈民宪任职宁波市旅游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宁波市音乐家协会
主席，他的《故乡的灵桥》《杨梅红》是音乐营销带动旅游经济的典范。作品
中“宁波情结”随处可见，宁波话、宁波景、宁波情是陈民宪创作的“三宝”，
浓郁的故乡情感融汇在歌词的字里行间，自然而亲切。乡音融入歌词，别
有一番滋味，无论漂泊有多远，乡音永远是游子落叶归根的指引。

□顾嘉懿

12月17日晚，应邀观看了宁波大学白桦林话剧社演出的《青
蛇》一剧。久闻“白桦林”是我市高水平、历史悠久的学生剧团。今
年，话剧社还曾受邀参加深圳南山话剧节，整个团队的素质和水准
得到专业人士好评，非常不容易。

本学期，话剧社将《青蛇》作为年度大戏在校内林杏琴会堂演
出，排练时间前后约两个半月。从演出效果看，能够在相对简陋的
硬件条件下，演出长达三个小时的大戏，出人出戏，且完成度比较
高，既锻炼了上台的演员，让几个学生过足戏瘾，也锻炼了音效、灯
光、道具、服装、舞美等各部门，不乏亮点。相信此次演出，将会成
为“白桦林”社员们集体难忘的青春回忆。

在充分肯定的同时，我想提出几点问题，可能是以后学生们排
演话剧尽量需要注意的。

一，版权问题。《青蛇》正式演出前，举行了“宁波大学第八届校
园话剧节”闭幕式。笔者从中了解到，今年宁大话剧节除了闭幕戏
《青蛇》，还演出了霁云剧社的《你好，疯子》，浅溪剧社的《如影随
形》等，在学生中影响不小。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部均非原创，而是
直接“移植”名导之作。《青蛇》是田沁鑫导演作品，后两部分别属于
饶晓志和赖声川。

校园剧社搬演国内导演名作是惯性行为。赖声川、孟京辉、北
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心麻花一些优秀作品
均是校园剧社的热门选择。虽然有人提及，但却很少真正引起注
意的即是版权问题。

我国法律对原创作品是有保护的。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七
条，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
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学生们习惯认为，在校园内进行非盈利性演
出，在不卖票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演的。这其实是认识的误区。
只有用于课堂教学的片段式演绎才无碍版权，公演，哪怕只在校
内，也需经过作者授权。

上网一查，上述经常被“侵权”的个人或剧团其实都有针对学
生剧社的授权规定。为扶持没有什么资金来源的学生剧社，这些
团体往往不会真的收高额版权费，如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即只向
学生收取一元钱的象征性费用。学生“走流程”不麻烦，但走不走，
却关系到基本的“版权意识”。

虽说看视频、有剧本即能演出在国内校园是“约定俗成”，但我
想，让学生拥有“版权意识”，无论是对当下，还是对他们的人生都
会有帮助。

二，模仿和演绎。这是相对的概念。从《青蛇》演出中，能看到
比较明显的学生对原作的模仿痕迹。如“白蛇”模仿袁泉，“法海”
模仿辛柏青。学生的模仿如此出色，“水漫金山”一场中的“白蛇”
任骊安气场全开，震慑全场，比起原生代演员也毫不逊色。“法海”
是话剧《青蛇》里比较讨喜的演员，虽然要学着高僧禅定对学生来
说难了点，但杨钊同学的表现绝对惊艳，若表演上再松弛一些，控
制一下台词节奏会更好。

模仿是任何学习不可少的阶段，小儿习字也是从临摹开始
的。但比模仿更高级的是“演绎”，当我们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
候，学得像是第一步，然后是找自己，找到角色和自己的真正契合
点。每个角色不是只有一种演绎方式，演出“自己”更为难得。

这就牵出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创意和激情。比起直接搬演
现成作品，鼓励学生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角
色、剧本和舞台作品更显重要。虽然本次宁大话剧节没演原创剧
目，但据我了解，宁波大学以至全宁波市的30多个高校剧社，大多
数拿得出自己的原创剧目。这些作品可能并不完善，问题比较多，
但这并不可怕，反而得多鼓励和呈现。任何好作品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表达便不容易，学生们也能在边演边
改的过程中体会到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品”的创排过程。

《青蛇》一剧谢幕时，除了台上十位演员，“白桦林”剧社的近百
号新老社员一起上台献花、鼓掌、欢呼，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共同体
会成功演出的喜悦，场面青春感人。我想，高校剧社从不乏热情和
激情，也不缺敢于站上舞台的、充满才华的“未来表演艺术家”，给
予他们正面的支持引导，有必要也应当。

专家点评

关于陈民宪的歌词
点评人：化方（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流行音乐学会常务理事）

陈民宪有一首歌词叫《故乡的灵桥》，语言朴实、叙述沉稳，不华丽，但
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壮阔，那份乡情乡愁起伏跌宕。

词其实不是写出来的，是历经沧海岁月流转、涌出来的，比如《阿拉村
里的巧匠郎》《年年高》，那些信手拈来的乡音俚语，无不是生活中的司空见
惯，却在他的笔下变得崎岖陡峭、生动非凡、熠熠生辉。

同时他因循不固守，总能捕捉到时代最前沿的音符。
一首好的歌词，一定是词人内心深处的灵动、感情的自然流淌。

点评人：阡寒（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陈民宪的歌词充满了地道的“宁波味”。他是土生土长

的宁波人，对宁波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宁波元素的植入，宁波腔调的运用，宁波土话的风趣亲切，满
满的生活气息浓浓的生活情调，无不体现了一个老宁波对家
乡深厚真挚的情感。

在《故乡的灵桥》的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融进了他对灵
桥的恋恋深情，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回到故乡，遐想翩翩，
想起那些美好的过往和难忘的记忆。这历经了百年沧桑的
灵桥，不正是作者自身坎坷人生的真实写照吗？

化“我”入词。陈民宪的歌词正如他的人一样显得沉稳，
波澜不惊，自信豁达，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
褪去了岁月的浮华，犹如被黑暗和痛苦长久包裹的砂砾，在
人生的蚌壳里磨砺成了一颗浑圆的珍珠，终究发出熠熠生辉
的光芒。

陈民宪的歌词亦充满了诗人的情怀，他创作的《找你找了
这么久》，本身就是诗的语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这是陈民宪心中的桃花源，历尽沧桑之后的岁月静好。这叮
咚作响飞珠溅玉的妙语，这思绪万千诗兴盎然的佳句，正是宁
波这样的人文深厚才涵养了陈民宪写歌词的诗人情怀！

歌词不能诗化，但一定要有诗意诗性；歌词要出新，就要
向年轻人学习，年轻的心态、年轻的思想、年轻的行文、年轻
的词风……看得出来，陈民宪对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充满了好
奇，“收看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目成为他吸取新鲜养分的新途
径”。如果不看《找你找了这么久》的作者名字，谁能看出这
歌词是出自一位词坛老将之手！

作为一位老宁波人，陈民宪了解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
市，他爱得真，爱得纯，爱得深，他的爱深切地融进了每一首
他描写家乡的歌词。

宁波是一座经济发达的滨海之城，于是陈民宪的歌词又
有了大气的“海味”。

“沧海变幻你依然神采飞扬/潮起潮落你总是昂首新的
起航/吉祥的港湾充满着希望/你的心情永远象大海一样浩
荡/你的胸怀永远象大海一样宽广/你的目光永远向着蔚蓝
的远方”。海一样的胸襟，海一样的情怀，海一样的气魄，海
一样的深沉，没有这些大海般的特质，没有对家乡的担当和
热爱，怎能写出如此厚重优雅动人心弦的歌词！他创作的
《吉祥的港湾》，实实在在诠释了热爱大海的陈民宪正是海一
样的男人。

陈民宪的歌词重质量不重数量，朴实自然不造作，没有
华丽的词藻，没有繁复的手法，他有的是一颗滚烫的词心，一
片炽热的真情，他心里燃烧着一团火。对于一位词人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

顾嘉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