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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张弘

2 月 20 日晚，镇
江创作出品的大型现
代丹剧《凤先生》在镇
江影剧院上演。演出
当 晚 ，剧 场 掌 声 阵
阵。呈现于舞台上的
《凤先生》大气磅礴、
舞美精湛、剧情架构
流畅、戏剧矛盾层层
推进。

《凤先生》以出生
在丹阳的中国近现代
著名画家、书法家和
艺术教育家、职业教
育的重要发轫者、“江
苏画派”(新金陵画派)
的先驱和最重要缔造
者之一的吕凤子先生
对党的事业的支持拥
护和对人民的热爱为
牵引，以中国近现代
史百年巨变为背景，
表现了他的大师风
范、民族气节、爱国情
怀；歌颂他的艺术成
就和对美育思想的深
远贡献，并且通过舞
台呈现、舞美变换，展
现丹阳这座文化名城
从民国时期到现代的
百年沧桑巨变。

本版摄影 王呈

致敬百年巨匠 展现大师风范
大型现代丹剧《凤先生》在镇江影剧院上演

组建全国一流主创团队

丹剧《凤先生》由市文化广电产业集
团、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出品，丹阳
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镇江艺术剧院
联合出演。剧目特邀国家一级编剧、省戏
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担任文学指导，青
年编剧俞思含担任编剧，由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得者董红任执行导演，上海戏剧学院
原院长韩生担任舞美设计，中国京剧院胡
天骥担任多媒体设计，由国家二级演员许
君峰饰演吕凤子，搭档丹剧名家朱文亮、
金红霞、谢爱忠、黄文军、邹建生、步莉莉
等中青年演员联合出演。

在业界瞩目下，《凤先生》一路高歌：
2022年4月，入选省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
助项目；7月以第一位次入选2022年江苏
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
剧目；11月完成国家艺术基金评选答辩，
力争入选国家艺术基金。12月，《凤先生》
在江苏省2022紫金文化艺术节全省23部
新创剧目会演中以第6位次斩获“优秀剧
目奖”，主演许君峰也凭借在剧中饰演吕
凤子的精彩表现，获得“优秀表演奖”。

……
丹剧是江苏全省仅存的四个稀有剧

种之一，从1958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
60多年的岁月。丹阳市丹剧团 20世

纪 60-80 年代曾在戏曲舞台上红
火一时，被文化部授予“天下第
一团”的称号。2021 年 12 月，大
型现代丹剧《凤先生》项目正式
启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
来镇时专题对《凤先生》给予
关心和支持。在争取上级扶持
资金和演出平台的同时，市委
宣传部高度重视，决定由市艺

术剧院与丹阳市文广旅局、丹阳
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联合出品。
项目启动后，市艺术剧院凭借此前

帮扶扬中锡剧团《太平洲上》项目的成功
经验，整合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上海
戏剧学院等国内一流的剧本、舞美、多媒

体资源，形成了全国一流的主创团队。
主创团队组建后，剧组克服重重

困难，于 2022年 4月下旬完成剧本初
稿，5月2日起进入实际排练。经过紧
锣密鼓的排练，于6月9日完成录像，
上报省艺术基金、报送紫金艺术节。6
月 12 日晚 7 点半，丹剧《凤先生》在句

容大剧院进行了内部审查首演，并邀请
了省委宣传部及省文旅厅、市委宣传部、
镇江市文广旅局等领导，江苏艺术基金的
专家评委和来自丹阳、句容的戏迷前往观
看演出，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观众期待丹剧发扬光大

“观摩了丹剧《凤先生》很有感触。”现
场观看演出的大学教师冯磊对记者说：

“我觉得这个戏的创作极具现实意义。当
前我们急需培养学生的美育精神，吕凤子
先生三办正则学校的壮举，对民族美育事
业做出了长远贡献。他自称‘美育兴国一
园丁’，‘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是他的理
念。艺术教育家、前辈先师的这种从艺初
心、对党的教育事业矢志不渝，正是我们
当代大学教师应该去努力继承的。提升学
生的美育修养，也是教书育人的重要一
环。”

“这部剧运用了很多新的多媒体手
法，用投影等手段展示了凤先生的画作与
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高科技的手段很吸
引我们年轻人。此外，能用丹剧的形式高
质量地展现，这是丹阳、镇江的骄傲。希望
这样的传统剧种、传统文化能够更好传承
下来，能有更好的作品、更多的演员把丹
剧发扬光大。”青年观众王彬彬说，“作为
地方小剧种，本身可能没有太多的力量，
这需要各界人士多关心，能够让这个剧种
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刚刚卸下戏妆，主演许君峰似乎还沉
浸在剧情之中。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2022年，接到丹剧《凤先生》扮演凤先
生角色的任务，自己是一名戏剧演员，对
于能否唱好这部丹剧感觉压力很大，“好
在我的祖籍是丹阳”。在排练中，许君峰也
遇到了唱腔、如何演绎好角色年龄的跨度
等多方面的挑战。说到自己获得省 2022
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许君峰坦
言，“一部剧不光是看我一个人，是要依靠
整个团队的配合协调，这个荣誉属于整个
团队。”

在饰演凤先生的过程中，许君峰感
慨，“从凤先生的年轻时代到他的一生，其
实我也在体会他的心路历程。我用我的一
颗真心去演绎、去展现、去表达，我也从中
学习、领悟了很多凤先生的精神，深深感
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闪光点。演出的时
候，听到台下观众的掌声、呐喊声，我心里
特别激动，能得到凤先生家人和观众们的
认可，作为一名演员来说，是我最快乐、最
幸福的事。”

吕凤子先生的嫡孙、“正则绣”的第三
代传人吕存看完演出连声赞叹：“演员的
阵容非常好，演技很成熟。无论从唱腔、身
段，以及对剧情的理解，特别到位。他们见
到我，都是眼含热泪，我也非常感动。特别
是主演许君峰，真的是下了功夫，他特意
去看了先生的故居，仔细了解先生的生平
事迹、人生经历。从形象也好，从内心的表
达也好，他都演得非常到位。”

打造地域特色戏曲经典

创作过多部经典戏剧的国家一级编
剧、省戏剧文创院院长罗周，被策划团队
的诚意与演出团队的执著打动，欣然同意
由她本人担任文学指导，青年新锐编剧俞
思含担纲执笔，省文创院全力支持《凤先
生》创作，专程来丹阳采风，参观故居，拜
访吕氏后人，并在创作中得到镇江高专的
大力支持，徐铭、蒋纯利等研究专家数次
接受访谈，为创作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为保护濒危戏种、致敬巨匠精神贡献一份
力量。

策划团队有意识地选择了江浙沪一
带的创作与制作人，特别是邀请本土丹剧
唱腔音乐传承人担任作曲。这样的用意就
是要原汁原味地展现江南特有的文化与源
远流长的文脉。该剧的作曲邓彬老师，满怀
对丹剧的情怀和对凤先生的敬意，在创作
中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创作功底。耄耋之年
的他在首次研讨会上激动地表示：“丹剧的
音乐体系一直在发展之中，由于缺乏男演
员，男小生的唱腔始终没有完善起来，这一
次一定要完善上去！”《凤先生》的音乐制
作，将丹剧原有的全部曲牌充分提炼和汲
取，打造出了有传统、有创新，又有民俗地
域特色的戏曲经典。在声腔设计上，创新性
地解决了丹剧没有男小生的音乐短板，极
大地丰富了整个丹剧的唱腔体系，这也是
剧组全体在艺术上的守正创新。

据介绍，“古装戏”有着固定的手、眼、
身、法、步，十分程式化，但是《凤先生》是

“现代戏”，表演要求与“古装戏”完全不同，
这让熟悉“古装戏”的丹剧演员们在排练中
非常不适应，也给总导演童薇薇和执行导
演董红带来了不小困扰。但是两位专家一
个有着常年的编导经验，另一个是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有着丰富舞台经验，一个细致
地慢慢讲，一个现身说法领着做，演员们加
班加点互相改正，经过不断打磨，终于有了
后来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对此，童薇薇说：

“剧组有一批非常敬业的演员，他们谦和敬
业、以组为家的精神，让我看到了丹剧人的
坚韧和担当。”

此外，《凤先生》的舞美，设计团队用
了“做减法”的理念，摒弃了戏曲传统的布
景和舞台装置，整个舞台空间运用多块幕
布，通过多媒体投影技术写意呈现，全景
展现吕凤子的书画艺术创作精品。意在用

“意识流”的手法，把吕凤子人生的跌宕起
伏和他的艺术创作联系起来，像一幅画卷
徐徐展开，使观众看一部戏的同时，欣赏
了一次吕凤子的艺术成就展，沉醉在“既
看戏又看展”的沉浸式体验当中。这种“极
简风”的舞美设计，也正是吕凤子美学思
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