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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华语儿童剧宝库中的的闪亮珍珠 – 

观新加坡艺术剧场演出童话剧【小白兔】引发的思考 

郁达野 

狮城历史最为悠久的华语戏剧团体新加坡艺术剧场本年度得到了国家艺术理事会‘种子计划’

资助后，继续出发，上周末在新加坡艺术学院大剧场再次推出华语童话剧【小白兔】，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六场演出有三场全部售罄。再次刷新其所制作的儿童剧深受本地华语观众喜爱的骄人

记录。 

童话剧【小白兔】根据前苏联文学家谢-米哈尔柯夫的童话小说【神气活现的小白兔】改

编而成。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森林里的兔子们经常遭到狐狸和狼的袭击，家被红毛狐狸霸占了

的小白兔很气愤。一天它趁猎人睡着时悄然偷走了猎枪。有了枪的小白兔变得骄傲自大起来，然

而后来发现这是一杆空枪，于是灾难再度降临。所幸猎人赶来为其除害。经过这阵磨难，小白兔

终于变得成熟了。 

该剧在上世纪 50 年代由华人著名导演孙维世从俄语翻译改编成华语童话剧，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华语儿童剧舞台上久演不衰，伴随了几代华族少年儿童的健康快活地成长。此剧经由新加

坡艺术剧场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本地首演后，此次重新创作后重现舞台，成为新加坡艺术剧场 60

多年来打造的无数华语舞台经典中一颗耀眼的瑰宝。 

此次重新演出由在本剧中饰演小白兔的青年导演顾芝绮执导，并由青年演员孙美玲饰演兔

妹妹，晁玉婷与徐偲偲分别饰演兔奶奶和小黑兔，大灰狼与红毛狐狸分别由姚嘉玮和李姝璇饰演，

猎人由任行饰演。显然，演员阵容整齐专业，导演手法干练简洁，整个演出一气呵成，是本剧演

出成功之所在。对于小观众以及陪同看戏的家长们来说，情节发展清晰明了，角色塑造有血有肉，

台上台下演员观众交流有致，充满了情，理，趣的赏娱过程。虽是童话剧，却也如同艺术剧场历

来演出的所有儿童剧一样，成了老少咸宜的舞台精品。 

从【小白兔】的再次成功，综观艺术剧场的历来演出，总结其不断成功的原因，归纳如下

几点： 

首先，新加坡艺术剧场成立 60 多年来，始终不忘其初衷，即把华语戏剧的精品奉献给本

地华语观众。近几十年来，世界剧坛实验探索西风东渐，从学界到业界，戏剧的功能亦被不断发

掘且重新定义，如仪式，宣教，宣泄，辱（观）众，涉世，扰政，等等，在此新潮过程中， 戏剧

固有的娱乐功能往往被忽视拟或边缘化，甚而被质疑。然而新加坡艺术剧场的同仁们却没有因此

随风跟潮。相反，面对少儿观众，他们始终坚信，戏剧当应寓教于乐，尤其是儿童剧，更应追求

情，理，趣的高度融合，缺一不可。翻看艺术剧场成立 60 年的场刊，其 400 多个演出剧目/场几

乎全是世界（包括本地）戏剧或是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何谓经典，经典就是能够逾越时间与空间

为世界各地世代观众永恒共享的舞台珍宝。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其永恒共享的普世价值当融于世

代流传的故事情节中。【小白兔】虽是童话剧，源自俄罗斯文学传统，其逾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亦

在寓教于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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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面对世界文学经典和舞台精品。新加坡艺术剧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明确的表演理

念，坚守着自己特有的制作形态。坊间曾质疑，艺术剧场搬演世界文学名著，既不‘解构’，又不

‘颠覆’，亦为落伍。恰恰相反，作为狮城历史最为悠久的华语演剧团体，正是出于对世界舞台艺术

及其在各个阶段的创新发展有着清晰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新加坡艺术剧场才没有盲目跟风。他们

始终把舞台视作服务观众的平台，而非艺术家个人艺术理念创新或是自我表现的试验场。尤其面

对小观众，他们更是将制作忠于原著的华语儿童剧作为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职业奉献。事实上，

忠于原著，尤其是将世界文学名著或是舞台经典搬上本地华语舞台，对演员和导演的专业素养及

其制作能力的挑战更甚。 

从专业角度来考察，舞台表演可被归纳为三种表现形态，扮演，展演与塑造角色。扮演即

装扮，为最初级的表演形态，其扮人饰物亦有局限，尤其对于富有深邃文学内涵的戏剧经典，难

以深入表现，故难令观者动容；展演皆展示表演者本人性格特点，当然有悖剧中人物性格的完整

塑形，更难令观者投入；唯塑造人物乃为戏剧表演艺术之真谛，亦是几千年戏剧艺术发展至近百

年才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仁们所实践并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演剧体系之精华，也

是当代影视表演之开端。搬演经典，当应遵循舞台艺术塑造人物的规律与真谛。新加坡艺术剧场

近年来不断启用了一大批经过专业表演艺术训练的演员，从根本上为其按照表演艺术的规律与真

谛，着力塑造人物，呈现舞台经典奠定了扎实的演员基础。【小白兔】从导演到演员（除了饰演

小黑兔的演员外）皆都是本地演艺高等学府先后培养的第一代华语戏剧演员，从而能够在舞台上

创造出具有形象鲜明而又性格各异的小白兔，兔妹妹，小黑兔，兔奶奶，以及大灰狼，红毛狐狸

和猎人等可信可亲栩栩如生的各类角色。这也是演出现场大小观众倾情投入并与剧中角色互动强

烈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小白兔】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不能不归功于艺术剧场一贯坚持并刻意打造的其鲜明

的舞台语言特色，即标准华语。长期以来，学界与业界对本地华语剧场的舞台语言规范多有讨论，

且歧义不断。其实，标准华语与新加坡华语（英译为‘Singdarin’, 见谷歌收索词条）在舞台上的运

用并无上下高低之分，当应视剧目而言，也须从塑造人物需要的角度出发而定，其中更有打造各

自剧场舞台语言特色的刻意艺术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剧团或使用标准官方语言，或使用适

合本剧团特色的具有地方口音之方言。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英国国家剧院 (National Theatre) 和皇家

莎士比亚剧团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的舞台语言便各具特点；同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追求

具有北京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而中国国家话剧院则使用标准普通话；维也纳国民剧院

（Burgtheater Wien）使用的是标准德语，而维也纳大众剧院（Volkstheater Wien）则以其浓具维

也纳口音与方言的德语而闻名；新加坡专业剧场（Singapore Repertory Theatre）使用标准英语。

而野米剧场（Wild Rice Ensemble）则以其新加坡英语（Singlish） 而深受观众喜爱。作为本地历史

最为悠久的华语戏剧团体，新加坡艺术剧场视振兴华语戏剧，继承华族文化为己任，刻意采用标

准华语打造自己独特的舞台语言艺术品牌，初衷无可非议，成就已是斐然。 

何谓标准华语，在本地，政府华语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语频道的新闻播报所用语言皆为新

加坡标准华语，其为国家之心声，共和国标准华语和新加坡语言形象的展示窗口。在实践过程中，

也有人认为新加坡艺术剧场的舞台语言‘拿腔拿调’。这里需要解释的是: 首先，不同于英语，华语

以单音节字成词语，声韵母结合，故而字字饱满，词词铿锵有力; 其次，华语从中古时期起，便已

形成了 ‘平，上，去，入’之四声，至现代汉语普通话，演变成今日 ‘阴，阳，上，去’的声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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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句句抑扬顿挫，段段充满音韵。日常生活如此，舞台语言更甚。再者，华语戏剧是华族文化一

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华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故而华族戏剧文化 ‘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舞台美学精神更是规范了其对于舞台语言字正腔圆和诗意韵味的刻意艺术追求。只要对华

语字词音韵之特点有此初步了解，且能更进一步理解华族戏剧文化及其背后美学原则的舞台表现

形态，便不难理解并进而能够欣赏到新加坡艺术剧场所刻意追求并努力打造的独具特色的舞台语

言的艺术价值与品味。 

新加坡艺术剧场的同仁们意识到传播华族语言艺术之精华及其舞台美学精髓的历史使命，

面对本地少儿观众上演世界戏剧经典，便自觉坚持使用标准华语，刻意追求并努力打造华语剧场

字正腔圆诗意盎然反映华语戏剧美学精神的独特的舞台语言艺术风格。其不辱使命的职业操守与

专业水准，当为本地业界为之骄傲的艺术标杆。可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发展，新加坡艺

术剧场在华语舞台上使用标准华语的独特风格已然成为本地业界一道闪亮的风景线，其专业性不

仅代表了国家华语戏剧语言艺术的高超水平，且也与国际水准不断接轨，让充满艺术品味的新加

坡华语戏剧语言在世界舞台上发声，为国争光。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政府近年来对学校华语教

育水准的不断重视与投入，许多从小接受华语教育的小观众包括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现在不但能

够相当内行地欣赏并享受此字正腔圆诗意盎然的舞台语言，且已把观赏新加坡艺术剧场的舞台演

出作为他们学习和提高标准华语不可多得的第二课堂。【小白兔】的最近演出及其被学校老师和

家长们视为孩子接受标准华语教育平台的成功例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小白兔】赢得观众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舞台制作上独特的艺术风格。进入剧场，小观

众以及家长和老师们便立刻被其舞台所吸引。谭瑞荣设计的舞台布景不仅把观众带入了一个诗意

盎然的童话世界，且也十分专业地给这个载歌载舞童话剧的表演提供了相当的舞台空间。利用二

道幕表现森林另处猎人所处空间的处理也为这个原为三幕剧的舞台时空流畅转换创造了条件。坊

间也常有质疑，认为新加坡艺术剧场的舞台处理风格过于写实老套，没能体现所谓‘空的空间’

（empty space）等时新戏剧观念并给孩子带来想象力的挑战。其实，这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

戏剧舞台当应气象万千，没有固定模式，用时髦的戏剧观念去规范或是套用所有舞台演出，不是

作茧自缚的盲目，便是对戏剧艺术及其舞台表现形式各种可能性发掘的认知局限。事实上，现场

不少小观众及家长老师们皆反映，他们通过【小白兔】终于第一次在舞台上见到了以前仅能通过

语言文字描述并努力去想象的童话世界，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与认知满足。本地小观众及

其家长老师们对新加坡艺术剧场儿童剧舞美风格的喜爱与欣赏便是对种种坊间误识的自然矫正。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新加坡艺术剧场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条件下，刻意在每

次剧场舞台演出中，不惜财力，打造童话世界般的优美舞美演出空间，阳光般地健康影响了共和

国几代小观众从舞台上可视的的童王国及其美好世界中汲取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成长心路历程，其

倾力服务小观众的舞台美学原则及其实践令人钦佩。 

最后，常被人忽视的是，新加坡艺术剧场的几乎所有演出用的是相同团队的演员。这一点，

也可说是本地业界一个难能做到的奇迹。众所周知，舞台是综合艺术，戏剧演出是团队努力合作

的结晶。世界上著名剧团的演出阵容皆由长期合作的固定演员班底所组成。固定班底的演员队伍

亦是打造合作精神与团队文化 (ensemble culture) 的基础，戏剧演的是人，塑造的是角色，舞台人

物在剧中的有机交流是演员塑造人物的基本功与表演的最高境界，亦是舞台剧演出成功的最根本

保证。相对固定的演员团队便能达到这种在舞台上塑造人物过程中高度默契的艺术境界。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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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剧院亦因此成为世界舞台表演艺术的典范团队。令国人感到自豪的是，新加坡艺术剧场目前

已经组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基本上经由本地高等演艺学府培养的第一代华语演员团队，这也是童

话剧【小白兔】成功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祝新加坡艺术剧场在主席许崇正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迈向国家级的华语儿童剧演剧团体。

（笔名作者为本地戏剧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