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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兴起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
前人们的生活已经脱离了吃饱穿暖的范畴，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位也早已发生了改变，相比物质带来的幸福感，
当前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精神层面带来的幸福感。那么，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如何才能有效地落实文化推广目标
呢？我认为，可以应用的活动方式其实是极为丰富的，而其中最有吸引力，也是人们心目中最具文化气息的活
动形式就是戏剧表演。在人们看来，戏剧表演活动是一种“小群体”活动，但事实上，不管是影响力，还是参
研、表演、观赏的人群都是“大群体”活动。优化开展戏剧表演活动，不仅仅可以实现群众文化活动目标，还
可以找到时代“发言人”，影响更多人的思想、认知，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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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借助戏剧表演优化群众文化活动的策略
文/王蓉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越来越
丰富，人们接触外界的途径也越来越丰富。作为文化领域
的工作者，我们要顺应这种背景，用新的方法、资源、认
知来完成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如在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时，相关人员的组成结构越来越复杂，这既是优势也是
劣势，更多的专业人士进入了群众文化活动，更多的人愿
意接受文化元素的影响。如人们的生活认知已经发生了改
变，人们愿意在“吃饱穿暖”之后获取精神方面的满足。
当然，如果缺少专业工作者的引领，人们的活动往往就会
缺少目标性、组织性，如同“一盘散沙”。如果缺少有吸
引力的活动做支持，人们就会慢慢地被其他活动迁移注意
力，如成为标准的“低头族”、“宅男宅女”，甚至是喜
欢上“黄赌毒”等害人害己的活动。因此，优化群众文化
活动的开展，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丰富人们的生活，
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在经过一系列的探究活动之后，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戏剧表演活动可以有效地推进群众文
化活动的开展。在戏剧表演活动中，人们可以借助和经典
人物的对话，深化解读经典人物、经典时代背景，让自己
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不仅仅止步于此，还能够在其中
进行再创作，让戏剧人物变得更加丰满，让他们具有时代
特色，进而提升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感。

一、意义分享
（一）陶冶人们的情操
在开展戏剧表演活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解

读其中的文化背景，在这一过程中，就已经在不自觉
间的生成了文化小团队，为了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
为了挖掘人物的特点，为了诠释特殊的时代背景，解
读文化，传播文化，他们会一次次地交流讨论，在这
一过程中，不仅仅可以提升戏剧表演的水平，还可以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再有，不管参与者的个人文化
水平怎样，能够被人们选中的经典作品本身就有极强
的影响力，当然也会“先入为主”地产生一定的吸引
力。这些经典戏剧的表演，在表演者、观赏者两个群

体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其实，在学校教育空间里，教师会不断强调要让学

生在求知的过程中拥有创造力。作为文化领域的工作人
员，我们也需要借鉴这一点。在开展戏剧表演活动时，如
果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愿意“献谋献策”，必然可
以在表演的过程中展现出极大的张力，此时的戏剧表演活
动震撼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它会给整个社会
都带来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而因为是来源于“群策群
力”生成的文化作品，所以必然会让表演形式越来越多
样，表演技巧越来越成熟并且有极强的推广价值。此时人
们的创造力也会带给人们更多的幸福感，人们在这一过程
中会参与文化精品的打造。而这种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领
悟戏剧中的内涵，其受众人群会不断地扩大。

（三）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
所有的文化形式其实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再

现，在开展戏剧表演活动时，参与者是爱美之人也是
生活成员，而他们认真诠释的文学作品也极具美感，
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接受了美的影响，观察问题的
视觉会变得大不相同，此时，人们可以用美的视角来
审视我们的现实生活。再有，以这种方式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还能够让人们在观赏戏剧的过程中，同时品
味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思想，人们会在欣赏的过程中，
生成认同感，端正自己的是非观念，进而成为优化的
生活成员。

二、方法分享
（一）围绕明确的主题组织活动
人们参与戏剧表演活动其主要目标是为了“休闲

娱乐”，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借助千百次
的练习，恰恰相反，人们会因为兴趣进入戏剧表演活
动，但是，会因为没有展示的机会，没有欣赏者，只
有枯燥的练习而逐渐变得“索然无味”。选择适宜的
主题来开展戏剧表演活动，必然可以让参与者能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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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面临感知力的匮乏——这几乎成了一个悖论：必要
的艺术历史知识和艺术现象等知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当代艺术作品，但这些固有知识和规范同时也在被
当代创作形式不断否定或消解，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无所适从。

试图去解释当代摄影或给某件作品下定义是一件困
难又苦恼的事情，当代摄影的意义常常是提出一个问题
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往往会揭示一些我们自己经历却
未发觉的问题，表达出深层隐匿又映照生活的情绪、思
想。从这个意义说，当代摄影已成为艺术创作者与观者
的一种文化对话，它用这种对话方式去影响改变观者，
以影像为语言，对变化中的社会现象发声。

当代摄影就是个人通过影像进行艺术表达的艺
术，好的表达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深刻的思想内
涵、深厚的情感表达或者新的视觉观察体验。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和特征，作为理解当代摄影的具
体切入点。

1.从个体出发具有思想精神独立性，大多从个人感
受出发，不代表大众、社会、政府来进行创作。

2.当代摄影通常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形式，或是两
者相结合。比如音乐、雕塑、文学等，但当代摄影是
视觉艺术，还是以影像处于主体地位。

3.当代摄影影像来源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
是相机、手机亦可以是卫星图像、谷歌街景、CT图像，
还可以构建置景摆拍甚至直接拿来主义利用现成的图
像。

4.作品反映内容多样复杂，可以是一切你想表达的
内容，感知、经历、体验、想象等生活百态；也可以
是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等社会问题。但多数都
具有广泛性的意义和深刻的思想表达。

5.当代摄影的传播方式也是多样性的，可以是美术

馆、画廊、出版物、展览等传统方式，亦可以是网络
平台、VR互动等等。

我们可以采取白版法则的五步法结合以上特征观
察理解。

1.时间。多花点时间去观察体会，多了解作品所处
的时代背景及特征。

2.联想。作品是否引发你的共鸣或勾起你的某些回
忆，对你有所触动。

3.背景。每件作品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或基于艺术家
的兴趣、研究方向，也可能来自艺术家哪个国家的文
化背景。

4.理解。你已经完成了前面的3步，试图从作品中
寻找更多的关联的信息，一些隐藏起来的信息就会浮
出水面。

5.再看一遍、试着再从最初的感知入手，这种最初
的反应往往是最真实可靠的。此时经过这些思考，你
会有自己的评判和感受，尽管它可能是你个人的纯粹
的主观行为，但你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而不是匆
匆一瞥仅靠个人感官喜好的盲然定论。

当代摄影已经不再拘于创作形式创作内容，不再
浮于影像表面之中的看图说话，更多的价值依靠影像
之外的隐喻来折射艺术家的个人观点，而不是简单的
美与不美、好看与否、精致不精致的标准来判断。是
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家认识社会、提供新颖观察视角
和独特思想观点的创造行为，其实就是艺术家怎样来
看待和认知这个社会的。

作者简介：马海浩（1982—），男，汉族，本
科，中级职称，研究方向：摄影。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文化馆）

为有更多的人来鉴赏而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完成戏剧
表演活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是有主题的活
动，我们可以聘请专家来做指导，我们自己也可以凭
借已有的经验组成团队，进行人员的选拔，进行活动
方案的设计，进行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当然，更重要
的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在其中有了展示自己的
想法，他们会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断地努力。如春节
就是一个非常适宜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题。

（二）围绕文化元素开展活动设计
在开展戏剧表演活动时，其中的文化气息是最突

出的。当然，要想让群众文化活动产生预期的效能，
也需要展现出其中的文化元素，只有这样，表演者才
能够不断地获得能力提升，而观赏者才能够受到吸
引，愿意提供辅助和支持。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对参与者进行专业培训。一方面这些群众大多数
是非专业的演员，他们往往心有余力不足，在参与表

演活动时，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却难以
很好地演绎这些作品。另一方面，这些群众缺少沟通
的能力，他们之间会“各自为政”，如果能够选择适
宜的主题来开展活动，选择适宜的平台来强化演员之
间的联系，并且设计共享空间，让演员之间、演员与
观众之间、专家之间都发生联系，必然有助于提升作
品的文化质量与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落实群众文化活动目标的过程
中，我们要注意选择适宜的方式来激发群众的兴
趣，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而戏剧表演活动的开展就可
以产生这种价值。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龙形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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