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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身体的解放 实现社会和精神的解放
——评大型山西说唱剧《解放》

杜学文

由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与国家

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大型山西说唱

剧《解放》从 2009 年 9 月在国家大

剧院首演，到今年重返国家大剧

院，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了 100 余

场，先后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礼演出，上海世博会、第

九届中国艺术节、第六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

重要活动的演出，并在国内多个

省市进行了商业演出，所到之处

好评如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

爱。这部舞台作品在 1 年里所取

得的成绩，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又解放了什么？

一

如果简单地从题材的角度来

看的话，《解放》是一部以女性“裹

脚”来构建故事的作品，它以艺术

的形式为我们讲述“裹脚”的痛苦

与“放脚”的解放。但我认为，仅

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解放》是

非常不够的。就“裹脚”而言，它

以伤害女性的身体形成畸形的效

果来突出女性的特征，似乎已经

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糟粕”意

义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被我们

抛弃的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但

是，需要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人类

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各地似乎都

有这样一种以伤害女性身体的健

康、完整、自然为“美”的畸形文化

形态。这种畸形的文化形态，在

许多地区已经被抛弃，但在许多

地 方 仍 然 存 在 。 如 欧 洲 国 家 的

“束胸”，今天已经被废止。一些

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穿鼻”“撑颈

（在女性脖颈处套众多的钢圈）”

“陪睡”等还依然存在。另一些地

区则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展示自

己 天 然 的 姿 态 ，要 求 必 须 穿 罩

袍。虽然不同地区的表现方式不

同，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否定女

性天然的美，对女性的身体加以

后天的“修正”。当然，作为一种

文 化 或 生 活 方 式 ，我 们 不 去 臧

否。在这里要说的是，这种现象

并不是偶然的、单个的，而是具有

了某种群体性的必然。其隐含的

意义是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对女

性的压制和恐惧。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低

下，社会财富非常稀少，人类的社

会 结 构 是 以 女 性 为 主 的 母 系 社

会 。 女 性 是 生 产 与 生 活 的 组 织

者，是财富与人口的占有者，是人

种延续的标志者，也是人类情感

与精神的依附者。在这样的社会

形态中，女性是一切的中心、支配

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

系社会逐渐瓦解，被父系社会取

代 。 过 去 存 在 于 女 性 手 上 的 权

利、荣誉转移到了男性的手中，女

性变成了男性的附属。在母系社

会，女性由于生理的原因，成为家

族社群的标志。在父系社会，同

样由于生理的原因，女性从社会

与精神生活的制高点跌落。女性

难以从事更加艰苦的劳动，难以

掌握更加复杂的劳动技巧，女性

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居于以生育

为主的家庭生活之中。由于社会

地位的改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也发生了改变，成为社会生活

与家庭生活中的双重附庸者。在

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地位

低于男性，权利被大大地削弱，身

体成为男性的财产，精神也成为

男性意志的表现者。男性对女性

的 压 制 至 少 表 现 在 这 样 几 个 层

面：从权利结构来看，女性完全附

属于男性。在家，从属于父亲；出

嫁，从属于丈夫；夫殁，从属于儿

子。从社会生活来看，女性几乎

不能参与社会生活，甚至不能与

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接触、交往，更

难以在社会结构中负责。从精神

价值的层面来看，女性没有独立

的意志。她们既不能决定家庭与

社会的事务，也不能决定自己的

行为，包括婚嫁。她们唯一的价

值就是遵循男性的意志，以男性

的价值为自己的价值。从身体的

意义来看，女性没有自己的身体，

她 们 的 存 在 是 要 为 男 性 传 宗 接

代，取悦于男性。从身体的外在

层面来看，裹脚只是造成了女性

身体符合男性审美的要求，而从

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来看，对女性

的束缚及其身体的改变，是男性

压制与恐惧女性的表现，即要从

身体的改变造成精神的屈服。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定的

社会价值观又主要体现在女性身

上。只有女性的改变才意味着某

一价值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

是因为男性的意志在经过一定长

时期的积淀后，已经成为了整个

社会包括女性共同的价值选择。

但是，由于男性比女性社会生活

的空间要大得多、丰富得多，其功

利性目的比女性要强得多，男性

在价值选择中的变化可能性比女

性要大，几率要高。当男性的价

值选择已经发生改变时，还难以

很快地传导到女性，更不可能在

女性当中形成固定的价值观。因

此，衡量价值观的变化，更主要的

是要看女性价值观的变化。只有

女性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社会

中人们的价值选择才能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因此，衡量一个社会

的文明程度，不是单从男性的文

明程度来确定，而是从女性的进

步程度来衡量的——女性的解放

才是最根本、最彻底的解放。这

种解放，起码包括 3 个层次。一

是要看女性身体的解放程度，即

是 否 还 存 在 依 附 于 男 性 的 伤 害

女性身体天然状态的现象；二是

要看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

即 女 性 是 否 能 够 自 由 地 依 据 自

己 的 意 志 参 与 自 己 喜 欢 的 社 会

生活；三是要看女性思想与精神

的自由程度，即女性是否能够根

据 自 己 的 认 知 来 选 择 价 值 观 。

身 体 的 解 放 是 外 在 的、表 层 的，

但却是基础的、基本的。如果身

体的解放不可能，其他的就难以

企及。参与社会生活，是女性自

由的突出标志，一种社会形态的

文 明 程 度 也 往 往 是 由 此 来 检 验

的。只有女性能够自由地参与社

会生活，才能够最后实现其在精

神领域的解放，而这一过程是非

常艰难缓慢的。以美国而言，在

十九世纪时，虽然所谓的民主国

家已经建成，并且显现出强劲的

活力，但女性仍然被局限在社会

生 活 之 外 。 尽 管 欧 洲 以 束 胸 之

类 的 陋 习 来 戕 害 女 性 身 体 的 现

象已不复存在，但女性仍然只是

家 庭 中 的 成 员 ，而 不 是 社 会 成

员 。 对 美 国 的 民 主 制 度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 的 托 克 维 尔 就 在 他 著

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中介绍：在

19 世纪时，“你决不会见到美国妇

女去管家务以外的事情，去做买

卖或进入政界”“我从来没有见到

美国妇女认为丈夫行使他的权利

就是侵夺她们的权利，更没有见

到美国妇女认为这样使她们感到

屈辱”。他说：“妇女在美国还很

少有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并在

一 定 的 程 度 上 还 具 有 从 属 性。”

（南海出版公司，托克维尔著，高

牧译）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所

谓的“民主国家”，女性仍然处于

“下层地位”，只是在上世纪前半

期才有了投票权，也就是说才有

了参与社会生活的、与男性平等

的权利。

从这样的视角来观照大型说

唱剧《解放》，裹脚虽然发生在中

国，但对女性身体扭曲的现象并

不只是在中国。它是男性主宰的

社 会 形 态 中 一 种 非 常 普 遍 的 现

象。女性的解放不仅是身体的解

放，更主要的是要透过身体的解

放，实现社会和精神的解放。《解

放》通过新的艺术手段讲述女性

“解放”的故事，实际上是切入了

人类发展进步的一个十分重大的

问题。只有女性的彻底解放，人

类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平等、自

由和文明。

二

虽然《解放》触及了一个事关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问题，但以

“裹脚”的故事为题材进行表现并

不容易。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

表达形式、新的思想观照，就会步

入窠臼，成为同一题材无意义的

老故事。另一方面，用舞台艺术

的形式来表达故事的情节，要冒

很大的风险。把握不好，就会成

为“丑”的展示，或者“色情”性的

表达。所以，对创作者来说，如何

既不重复已有的同类作品，又通

过创新给人以美的感受，激发人

的创造激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解放》似乎比较好地经受了

这样的考验。单纯从情节来看，

它 是 比 较 简 单 的 ，甚 至 是 常 见

的。纯朴天然的小小，因为没有

裹脚，拥有了一双被当时的人普

遍 认 为 是 嫁 不 出 去 的 大 脚 。 但

是，没有世俗观念的亮亮却偏偏

喜 欢 这 样 的 小 小 。 为 了 挣 钱 娶

小小，他与同伴远走西口。在漫

长的等待中，小小坚强的内心终

于发生了动摇，以至于怕亮亮不

喜 欢 自 己 的 大 脚 而 要 裹 脚 。 所

幸的是，正在这时，亮亮回来了，

他 仍 然 爱 着 小 小 和 小 小 的 大

脚。而这时，新的社会制度建立

了，女 性 也 终 于 不 用 再 裹 脚 了。

应该说，这样的故事是一个老故

事 。 但《解 放》的 可 贵 就 在 于 从

老故事中升华出新意境，让我们

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解放。

首 先 是 舞 台 呈 现 的 艺 术 要

素尽可能地还原了生活的真实，

让 观 众 看 到 一 个 充 满 地 域 文 化

特色，散发着黄土高原气息的生

活场景。以黄土高原为背景地，

如 高 原 地 貌、生 态，以 及 由 此 而

来的建筑、服饰和生活场景等来

凸显故事的典型性，使地域性的

故 事 升 华 为 突 破 了 地 域 局 限 的

事件。当然，这种呈现不是简单

的原生态再现，而是经过了提炼

的、符 合 美 的 要 求 的 艺 术 再 现。

剧 中 的 舞 蹈 基 本 采 用 了 民 族 舞

蹈的元素；背景音乐与歌唱两部

分 均 为 对 黄 土 高 原 地 域 的 民 歌

和 戏 曲 的 改 编 。 特 别 是 所 谓

“唱”的部分，尤其用心良苦。一

是 在 什 么 地 方 唱，二 是 唱 什 么，

三 是 怎 么 唱，都与营造这样的场

景丝丝相扣。其唱的地方，是需

要抒情，激发观众感情，提升剧作

品格的地方。所唱的内容是取自

于黄土高原民歌与戏曲中与故事

情节相对应的内容。而怎么唱，

则更为讲究，是采用了文人化的

原生态唱法。所谓文人化，是说

这些演唱的曲目经过了文人的艺

术加工，不是简单地将生活中粗

燥的演唱直接搬上舞台；所谓原

生态，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尽量保

持了曲目中展现的生活本来的质

朴与魅力。特别是用山西方言来

演唱，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

更突出了曲目自身的情感力度，

成为舞台呈现出来的“真正的生

活”。《解放》呈现了以山西为主的

黄土高原地域舞蹈的美、音乐的

美、地域环境的美和人物 情 操 的

美 。 这 如 许 的 美 又 在 一 个 核 心

的 艺 术 情 节 中 统 一 成 为 整 个 舞

台作品完整的美。

说《解放》是一部“说唱剧”，

当 然 是 一 种 创 新 。 从 舞 台 艺 术

的形式来看，它是“说唱剧”的开

山 之 作 。 虽 然 我 们 还 不 知 道 这

一 舞 台 艺 术 形 式 能 否 发 扬 光 大

为一种“剧种”，但其整合诸多艺

术 形 式 于 一 体 的 努 力 还 是 非 常

值 得 肯 定 的 。 但 是“ 说 唱”其 实

也 没 有 很 好 地 概 括 这 部 作 品 的

全部艺术手段，比如其中最重要

的“舞”就没有概括进去。“舞”实

际 上 是 整 部 作 品 最 重 要 的 表 现

手段。“ 唱”是其中画龙点睛、锦

上添花的提升手段，而“说”则是

沟通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串联

性 手 段 。 整 部 作 品 通 过“ 说”引

出故事情节，用“舞”来展现人物

和场景，表达情感，并通过“ 唱”

使情感达到极致，使其感染力穿

透 观 众 内 心 ，产 生 与 作 品 一 致

的、共 鸣 的 过 程 。 作 品 通 过 说、

舞、唱 的 有 机 综 合，形 成 了 统 一

完整的艺术表达。一般来说，是

由 说 书 人 通 过“ 说”的 形 式 启 动

和连接故事情节，然后以“舞”来

丰富渲染故事和人物，再给情节

发 展 的 重 要 节 点 配 以“ 唱”的 形

式。这样的构成方式 如果处理

不好就可能出现互不衔接、缺少

内在联系的板块模式，使全剧的

完整性割裂。所幸的是，《解放》

很 好 地 实 现 了 不 同 表 达 手 段 的

统 一 。 这 主 要 得 益 于 全 剧 故 事

情 节 的 连 贯 性 与 情 感 调 动 的 合

理 性 。 这 种 隐 含 在 表 达 手 段 之

内 的 因 素 弥 合 了 可 能 出 现 的 相

互之间的断裂。《解放》的开始部

分可以视为全剧的“序”，同时也

是 对“ 裹 脚”时 代 文 化 背 景 的 交

待，为后面的情节做了铺垫。之

后出现的《天足》部分，则是对天

然 的 、健 康 的 、富 于 活 力 的

“ 脚”—— 女 性 身 体 的 赞 美 。 当

人们为这样的天然、健康而感动

时，情 节 发 生 了 逆 转，说 书 人 告

诉 我 们 小 小 也 要 裹 脚 了 。 这 使

观 众 的 情 绪 从 昂 奋 中 跌 落 。 然

而，亮 亮 的 出 现，又 使 观 众 从 紧

张 中 松 了 一 口 气 。 而 穿 插 其 中

的歌唱，则把人们的情感推到了

高潮，使观众的情绪被充分地调

动起来。如前面先铺垫亮亮对小

小的追求，以及小小对亮亮的喜

爱，并用姥姥的反对来反衬后面

即将出现的情节的逆转，引出亮

亮的出走。此后，编导为我们用

“亮脚会”上姥姥的失落与痛苦把

作品的情感推向极致。姥姥撕心

裂 肺 地 唱 道：“ 黄 连 大 黄 我 都 吃

上，苦命鬼和人不一样……家有

爹娘家团圆，缺儿少女我好可怜

……”可以说，正是这种情节的起

伏与情感的扣人心弦，把可能出

现的断裂消解了。

但 是 ，仅 仅 如 此 还 是 不 够

的 。 如 果 没 有 创 造 性 的 艺 术 表

现，一切都难以谈及。正是编创

者创作了适宜的舞蹈、音乐，画龙

点睛式的道白，以及相应的舞美、

服饰和人物的扮相，才使这一切

都生动起来。在这里要特别谈一

下《天足》。这是整部作品中最具

有创造性的段落。它少有地把人

的脚转化为充满魅力的、健康的

艺术表达。毫无疑问，舞蹈是人

的肢体语言。但长期以来，人们

只是用脚来完成舞，却没有直接

表现脚的舞蹈。但在《解放》中，

脚虽然承载了人的身体，却被目

为难登大雅的肢体，甚至具有某

种私密的意味。能否让脚表现出

美，是对当代艺术的考验。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张继钢用自己的

创造经受了考验，并绽放出灿烂

的艺术之花：以众多演员的表演

形成对观众内心的强烈冲击；以

形式的整齐、起伏、变化来突出健

康的、天然的人体——脚的美；以

脚和腿的运动展示来自生命的活

力与魅力。“天足”代表的是女性

生命力的张扬和自然美的蓬勃绽

放。这种对“天足”——人体自然

状态的美的展示与歌颂，实际上

是对扭曲自然人体的一种批判。

它告诉我们，大自然创造的人体

本身具有无限的魅力，其美好是

自然对人类的降福。而对这样的

美的摧残，不仅是对女性的伤害，

更是对大自然的伤害。

三

《解放》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

学意义。从这部剧作中，我们了

解到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

方式与价值选择。在辛亥革命之

前，千余年来，中国的妇女在完成

了少女阶段的天然美之后，被迫

地选择裹脚，进入畸形“美”的人

生阶段。裹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

一种重要现象，是女性成长过程

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同时，

从这种被动的选择中，我们也了

解到千余年来关于女性美的价值

标准，即脚的大小。大脚不仅被

认为是违背美的标准，也是违背

社会伦理标准的。如果女性不能

算美，并不影响她的人格道德水

准。但是，如果女性的行为与社

会准则相悖，那么，她就会成为被

社会排斥的“另类”，在道德的高

地跌落。在《解放》中，倔强的小

小 就 面 临 着 这 样 的 处 境 。 不 裹

脚，如果只是证明她不符合“美”

的标准的话，问题还不严重。重

要的是，不裹脚就嫁不出去，没有

人会娶她。小小最后的犹豫与动

摇，以至于要忍受更大的痛苦去

裹脚，实际就是要重新取得她可

能 失 去 的 社 会 道 德 地 位 。 在 剧

中，有一场亮脚会，源于现实生活

中典型的民俗。所谓亮脚，就是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裹了脚的妇

女们在各自的门前把久不见人的

小脚“亮”出来。一方面，承受阳

光的照射，春风的吹拂，也算是一

种“健康”的追求。另一方面，也

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炫耀与对

比，看谁的脚裹得小，这是一种风

俗，也是一种价值展示，而没有裹

脚 的 小 小 正 是 这 种 价 值 之 外 的

“另类”。她成为一个被社会价值

所抛弃的人。

除 了 这 种 价 值 选 择 的 表 现

外，《解放》为我们展示了更加丰

富的社会生活。剧中亮亮走西口

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穷困，无法娶

亲。但这里也使我们看到了人们

对婚姻的一般态度，即女性对男

性的依附，以及财富对婚姻的重

要意义。也就是说，在女性不能

独立的条件下，男性的富裕程度

是决定婚姻的重要因素。婚姻不

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在某

种 意 义 上 是 家 庭 财 富 的 再 现 。

走西口是多少年来晋、陕、冀、蒙

等地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尽

管 每 个 人 走 西 口 的 具 体 原 因 不

同，但基本的原因是期望到西口

之 外 改 变 或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活 状

况 ，这 其 中 包 含 了 多 少 血 泪 情

愁，成功与失败。所以，走西口

是不得已的生活选择，是带着希

望去而难说带着收获回的历程，

在 剧 中 生 动 地 揭 示 了 小 小 复 杂

的 内 心 世 界 。 这 其 中 有 她 对 爱

情的期冀、执着，也有忧虑与痛

苦。她在漫长的等待中不知道最

后的结果是什么。她选择裹脚，

实际上是对这份坚守的怀疑，是

在强大的社会价值面前的屈服。

除小小外，剧中为我们刻画了另

一位女性姥姥。姥姥孤身养大隔

辈的小小，经受的艰难困苦难以

言说。她非常注重的是寡妇门前

的“清净”，因为如果寡妇门前人

来人往的话，将对她自己的名声

造成损害，同时也将对小小造成

损害。这将使她们处于更加不被

社会容纳的不利处境。所以她要

“打鬼”，要申斥节制小小，期望小

小遵循社会价值对女性的规范。

这种种社会生活的现实实际上均

围绕着女性的生存状况展开。《解

放》借助于一双“小脚”为我们描

写了女性在身体、社会行为、生命

境遇，以及精神世界的被束缚、被

压迫、被扭曲的历史，同时，以脚

为切入点，歌颂了女性由身体而

带来的生活、生命及精神世界的

解放，这种解放首先表现在脚的

解放上。

在废除女性裹脚的陋习这方

面，山西至少在上世纪初已经进

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早在 1917 年，山西即在

全省推行“六政三事”。所谓“六

政”即指兴水利、种树、蚕桑三利，

倡 禁 烟、剪 发、天 足 三 益 。 所 谓

“三事”则是指种棉、造林、畜牧。

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亲拟“六

政宣言”，认为欲使地无遗利，当

使人无遗力。水利、植树，可趋壮

丁而从事者；养蚕、采桑，则妇女

幼稚者皆可自食其力。而男子吸

烟，女子缠足，尤为人生大害，务

期必除。“缠足恶习，行动维艰，其

害百出，不可胜言。是必实行劝

禁，确定办法。”这种“治生大害”，

“务在必除”。虽然其出发点是为

了有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投入到生

产之中，但也特别提到女子缠足

对女性生命的戕害。至 1921 年，

山西 105 县中有 87 县 10 岁以下的

女子“已全数天足”，有 101 县 16

岁 以 上 的 缠 足 女 子“ 已 全 数 解

放”，15 岁以下缠足女子“各县解

放者亦占多数”；1922 年，全省幼

女缠足已属少数（李茂盛《阎锡山

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当时

山西在全国的声誉很好。据孙伏

园的《长安道上》回忆与鲁迅先生

赴陕西讲学的文章言，他们在黄

河 上 走 水 路 ，从 陕 西 返 回 的 时

候，曾 下 船 登 岸，到 了 山 西 一 个

叫永乐的地方，感到当时的山西

比 陕、豫 等 地 社 会 治 安 好，人 民

生 活 相 对 富 裕 。 认 为 山 西 没 有

土 匪，没 有 鸦 片，特 别 是 山 西 倡

导天足，女子得到了解放。在黄

河两岸即可感到山西树木森森，

而 对 岸 的 河 南 则 牛 山 濯 濯 。 他

和 鲁 迅 先 生 对 山 西 赞 誉 有 加 。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山西在

解 放 妇 女 的 进 程 中 是 走 在 前 面

的 。 但 是，可 以 肯 定 的 是，这 场

“六政三事”的社会改造，并没有

很好地坚持下去。它应该是时有

反复的。笔者在上世纪中晚期，

仍然能够看到许多缠足的农村老

年妇女。之后，在共产党掌握政

权的解放区，首先实行婚姻自主，

废除缠足。而彻底根除妇女缠足

的陋俗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

后。可见，一种习俗的根除，与政

权的强力推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

关系的，它还不仅仅是文化观念

的 改 变 。 从 这 一 事 例 也 可 以 看

出，文化的改变是需要政治与经

济结构的改变来推动的。从人类

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对女性身

体扭曲的状况基本上是在一个地

区进入工业化时期改变的。或者

也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对各种旧

文明形态的冲击使女性的身体，

进而使女性的精神世界得到了解

放。这种解放不是以某一地区的

社 会 财 富 来 决 定 的 。 就 中 国 来

说，直至 19 世纪中上期，仍然是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妇女并未

因此而解放，女性仍然是依附于

男性的。中国女性的真正解放有

两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即辛亥革

命与新中国成立。辛亥革命彻底

推翻了封建王朝。新中国建立，

使人民，包括女性当家作主。如

果 说，1840 年 之 后 的 中 体 西 用、

洋 务 运 动 是 中 国 开 始 从 农 业 文

明的沉醉中惊醒，睁开眼睛看世

界的初期，辛亥革命则是中国大

踏 步 向 工 业 化 迈 进 的 兆 始 。 而

在新中国建立后，主权的完整及

国家政权的统一使中国的工业化

得到了快速发展，女性的解放才

真正成为现实。

作为艺术作品，《解放》当然

是非常具有魅力的。这种魅力来

自于编导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以

及表达这种生活的艺术创造。当

然，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

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观念的转变，

以及从这种转变中透露出的社会

文化的进步。在人类进入男权社

会后，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

主宰的地位跌落，并逐渐成为男

性的附庸。而男性则依靠对女性

精神、生理和心灵的统治，维护自

己的地位。对女性身体的戕害，

成为这种统治的体现。虽然中国

迟至隋代才有了裹脚的习俗，但

是，直至今天，方式不同而目的相

同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

这证明人类的进步与完善还有更

艰难漫长的道路要走。而《解放》

则是这种进步与完善的启蒙者、

推动者与歌颂者。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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