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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哈 达》是 生 态 环 保

主 题 的 新 编 现 实 题 材 藏 戏

舞台剧。剧本紧紧围绕世代

饱受风沙肆虐之苦的次多吉、

江卫国、江达娃一家为代表的

雅砻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

斗争的故事展开。他们用双

手开垦了一片片荒地，凭借顽

强 的 毅 力 将“ 风 沙 一 起 尘 飞

扬，一天吃进二两土”的生存

环境改变成绿树成荫、绿林长

廊的美好家园。他们用汗水

和心血编织出了铺展在雅砻

河畔的绿色哈达。剧本的最

后将落脚点放在拉萨南北山

绿化工程上，一是表现几代人

坚守的精神，二是展现这场接

力还在继续，揭示西藏人民为

“世界屋脊”增添一抹青绿的

现实意义。

以生态环保为主题创作的新编现实题

材藏戏舞台剧《绿色哈达》，是我初次接触

的新编藏戏作品。此剧经过了编剧数年的

积累沉淀，之前已编排过一版。编剧将再

次修改与提升之后的剧本交给我，我仔细

研读后，与编剧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持续不

断的沟通进程中，碰撞出了诸多新颖的创

作构想。

为编排这部剧，团里首次大规模启用

了青年创作人员，主创团队基本上都是藏

戏团的青年中坚力量。作为导演，需要注

重每一个细微之处，而每一位主创团队成

员都充分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在一次又一

次的探讨与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撞击出灵

感的火花。在持续的修改与提升中，主创

团队达成了一种共识：打造一部与以往现

实题材不同的藏戏舞台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

难和问题。比如，如何在保持藏戏传统特

色的基础上，创新地融入现代元素，使作品

更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如何更好地传达

生态环保的理念，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

时，也能够受到教育和启发？如何协调好

各个主创团队之间的工作，确保整个创作

过程顺利进行？但是，我们并没有被这些

困难打倒，而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

恰似一座熠熠生辉的灯塔，为创作团队指

明了前行的方向。《绿色哈达》所承载的，不

仅仅是一份信念，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坚

守，以及矢志不渝的执着。

《绿色哈达》通过藏戏艺术的美感来

塑造人物的美好形象，借助藏戏艺术的唱

腔和念白来构建剧情的起伏跌宕，利用藏

戏艺术的身韵来展示藏民族特有的舞蹈

语汇。其设计理念蕴含着以古韵唱新事

的巧思，紧紧围绕着剧中那位坚守了数十

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次多吉展开，将故事的

背景设定在一个村落之中，把植树造林和

治理风沙作为核心矛盾点。在一次次的

失败与几十年的沉淀过程中，这位平凡的

村党支部书记始终坚守在故乡的土地上，

将自己的青春岁月无私地奉献给了治理

风沙的事业。最终，他带领大家深刻领悟

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真谛，也展

现了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好事坚守一辈

子的精神。

在这部剧的舞美设计背后，隐藏着一

则小故事。该剧的舞美设计和我，在第一

版舞美设计的基础上，依据最新版的剧本

要求，展开了进一步的创作。然而，一个巨

大的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在极为有限的

时间内，是否要彻底推翻第一版的舞美设

计？这个严峻的考验如同一座大山，沉重

地压在我们心头。当时，我们一个在重庆

接受培训，一个在北京参加学习。每一个

静谧的深夜，我们都会如约坐在手机镜头

前，不断地对原有的想法进行审视和推翻，

积极尝试全新的理念与创意。从雅砻河谷

到山丘，再到种树主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

进行修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与探

索 后 ，我 们 最 终 在 舞 美 设 计 上 达 成 了 共

识。我们大胆地突破了实景的束缚，巧妙

地融入了藏族唐卡画派的流畅线条感，并

将其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场景的

完美融合与多样化呈现。通过将实景与多

媒体的有机融合，使镜框式舞台展现出极

具立体感的效果，充分地还原了雅砻河谷

的 风 貌 ，让 观 众 能 够 产 生 更 强 烈 的 代 入

感。这样的设计既符合藏戏艺术的独特

审美标准，又能够使剧情随着舞美的基调

稳步推进。此外，在服装、道具和化妆方

面 ，我 们 也 竭 尽 全 力 还 原 当 地 的 人 文 风

情。我们对当地特有的民族服饰以及极

具年代感的道具进行了精准还原，使得整

部剧能够呈现出浓郁的年代氛围，让观众

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流转，以及那份

始终不变的初心。我们还运用舞美语言

的独特方式，在舞台上真实地再现了时间

的流逝与变化，充分发挥了舞台艺术的无

限想象力。

在《绿色哈达》这部作品中，我们的音

乐创作对藏族音乐的内涵进行了深入且细

致的挖掘，创作出了一系列极具感染力的

佳作。这些音乐作品不但能够有力地烘托

出剧情的氛围，还能够使观众深切地感受

到藏族音乐所独有的迷人魅力。正是音乐

赋予了整部剧一种生动的灵魂，深深地渗

透进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道具制作极为逼真地还原了那个年代

的建筑以及故事发生地的细微之处，它能

够让观众瞬间被带入到那个特定年代所独

有的记忆之中。而服装设计不仅蕴含着浓

郁 的 年 代 感 气 息 ，更 是 一 种 美 的 精 彩 呈

现。服装与每一个人物的完美契合，使得

人们在舞台虚幻的空间里，仿若真正置身

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之中。化妆设计则通过

妆造上的精心搭配，完美地体现出人物的

美感。剧中的音效设计更是抓住了观众的

耳朵，从梦境到风声真实地还原了每一个

剧中的场景，让观众跟着剧情的走向，聆听

着属于剧中人物特有的音乐声效。

在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全身心地投入

到角色中，努力揣摩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将

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他们用精湛的演

技，诠释着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让故事中

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舞台上。

《绿色哈达》这部舞台剧，最为特别的

是 参 演 人 员 仅 有 20 名 演 员 以 及 1 位 鼓

师。在该剧的鼓和钹的设计方面，进行了

一些颇具新意的尝试。导演和鼓师从传统

的鼓钹点中加以提炼，针对不同的人物形

象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单独设计，并且融入

了一些新颖的鼓元素。如此一来，鼓钹不

再仅仅是单纯的伴奏乐器，它能够随着剧

情的推进展开叙事，使观众可以从听觉层

面感受到人物各不相同的性格，以及不同

节奏所呈现出的情绪变化。而仅由 20 名

演员来承担一部舞台剧的演出，这或许称

得上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实际上，这

个想法源自于传统藏戏剧目。纵览传统藏

戏剧目，其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

特点，且角色鲜明。因此，在设计《绿色哈

达》这一剧目时，我大胆地采用了这一元

素，将群众形象进行人物化处理，将人物角

色进一步深化，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和情节

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极大地提升了剧

目的观赏性，让每一个人物都显得丰满且

富有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参演这部剧的演员中，

青年藏戏演员的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这

不仅是一部精彩的藏戏作品，更彰显了青

年藏戏传承者的坚定决心。

新编藏戏舞台剧《绿色哈达》自 2021

年启动创作以来，经过三年的精心打磨和

多次修改提升，终于在第二届格桑花艺术

节上与观众见面。

和所有的剧本创作一样，《绿色哈达》

的创作过程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打磨剧

本、如何塑造角色、如何进行舞台设计等，

通过整个创作团队的紧密合作，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导演、演员、舞美设计师、

音乐家等，每个人都为这部作品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和热情，正是这种团队精神和集

体智慧，使得《绿色哈达》能够成功呈现在

舞台上。

这部作品是我们创作的首部大型新

编现实题材藏戏，那么这部戏为什么命名

为“绿色哈达”？“哈达”在藏族文化中有敬

意和祝福的象征，而在剧中则代表了对自

然的尊重和保护。绿色往往寓意着繁荣、

繁衍和希望，在这里绿色不仅代表着生态

的恢复和环境的美化，也象征着生命的活

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因此，“绿

色哈达”作为剧名，既承载了深厚的文化

内涵，也传递出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对自然

的尊重。《绿色哈达》不仅是一部戏剧作

品，更是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深刻反

思和强烈呼吁。

这部剧的创作给了我们四方面创作

体会：

人物塑造的挑战与乐趣：在塑造次多

吉这一角色时，我们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他是一个充满梦想与激情的村党支部书

记，为了实现绿色梦想不惜一切代价。在

创作过程中，我们努力让这个角色既真实

又具有启发性，希望通过他的故事激励人

们为环境保护做出实际行动。德吉白姆、

洛桑卓玛等角色的塑造也同样充满乐趣，

他们各自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

剧情发展，展现了人类在面对环境挑战时

的团结与努力。

剧情发展的波折与转折：剧情的发展

充满了波折和转折，每一次冲突和解决都

让我们对剧本的深度和复杂性有了更深

的认识。尤其是在处理次多吉与村民之

间的矛盾、家庭内部的冲突时，我们努力

在保持戏剧张力的同时，也不失真实感和

情感的共鸣。

环境与人性的探讨：在创作中，我们

深 刻 体 会 到 环 境 问 题 与 人 性 的 复 杂 关

系。次多吉的善意谎言、某些村民的贪婪

与恐惧、平措的嫉妒与成长，这些都是人

性在面对环境危机时的真实反映。通过

这些角色和情节，我们试图探讨在生态保

护的道路上，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实现

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生。

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创作这部剧时，

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议

题相结合。藏戏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

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在《绿色哈

达》中，我们尝试将藏戏的传统元素与现

代环保理念相融合，希望能够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传承。在艺术表现上，《绿色

哈达》力求展现藏戏的传统魅力和现代舞

台艺术的创新。我们通过精心设计舞台

布景、灯光、音效等，营造出一个既具有藏

戏特色又充满现代感的戏剧空间。演员

们的表演融合了藏戏的传统唱腔和舞蹈，

同时也加入了现代戏剧的表演元素，使得

整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更加丰富和立体。

西藏高原，“世界屋脊”，拥有独特的

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同时也面临着严峻

的生态保护挑战。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

品反映出西藏各族人民在生态保护方面

的努力和成就，同时也呼吁更多人关注和

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我们希望《绿

色哈达》通过戏剧的力量，能够成为连接

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个体与自然的

桥梁，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深入人心。随着《绿色哈达》的成功上演，

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将这部作

品带到更多的舞台，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

它的魅力。

那蜿蜒于河谷之间的“绿色哈达”，不仅是一代代人挥洒青春的岁月见证，更是一份献给世间万物的崇高敬意，承载着无数的祝福

与祈盼。这条绿色的哈达，它在河谷中静静流淌，仿佛诉说着西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它是岁月的痕迹，记录着先辈们的辛

勤与智慧；它是情感的纽带，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它是心灵的寄托，给予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每一丛绿都蕴含着生命的

力量，每一段哈达都编织着无尽的故事。在这片神秘而壮丽的土地上，绿色哈达如同一条灵动的丝带，将人们的心灵与大自然紧密相

连。它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要守护这片土地的和谐与安宁。让我们共同感受绿色哈达所传递的温暖与力量，

让这份敬意与祝福在“世界屋脊”上永远绽放光芒。

出新于古韵 绘梦于荒芜
——新编现实题材藏戏舞台剧《绿色哈达》导演手记

云登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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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得创作心得

作品简介作品简介

让生态的哈达飘起来

李汴 边珍

本版图片均为《绿色哈达》剧照。 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