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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 12 月 9 日，中国戏曲学会在山西晋城为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创作演出的上党梆子《千秋长平》颁发中国
戏曲学会奖。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处长吕育忠宣读了文化部艺术司的贺信，晋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维平出席颁奖仪式
并讲话。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致颁奖辞，副会长曲润海、龚和德颁发了奖牌和证书。中国戏曲学会奖既注重艺术性，
又注重学术性，《千秋长平》是获此荣誉的第 25 个剧目。翌日，中国戏曲学会、晋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持召开了“上党梆子
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暨《千秋长平》荣获中国戏曲学会奖”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就《千秋长平》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所做的发言简要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一、山西省上党梆子剧
种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赵银邦（山西省文化厅副厅

长）：这些年晋城在抓文化建设、

促文化繁荣，特别是传统戏曲建

设和地方文化传承，有一批人在

不 倦 地 追 求 ，有 一 批 领 导 在 支

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讲到文

化的自信和自觉，我们的民族文

化、传统文化一定要传承、弘扬，

不能丢了文化的根。

王维平（晋城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晋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平

之战发生地，《千秋长平》一剧融历

史知识、地方文化、地域特色为一

体。我市要继续弘扬光大上党梆

子文化，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

娱乐性相统一，具有山西气派、晋城

风格，能留得下的优秀剧目。

裴余庆（中共晋城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我们地方党委、

政府主管部门，一定要认真地关

心、扶持上党梆子的发展，我们一

定会考虑上党梆子的发展，把晋

城市的“国粹”传承下去。我们这

儿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资源，山西

人要像挖煤一样挖文化，要像抓

经济一样抓文化。

闫锦绣（晋城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局长）：《千秋长平》历经

4 年的完善和锤炼，最大限度地追

求艺术性和学术性，经过数次修

改，提炼出“用人大计”的核心主

题，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

感，地方特色更加浓郁，充分发挥

出了上党梆子声腔激越高亢的艺

术特色。

曲润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上党梆子是包含昆梆罗卷黄

5 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积淀保留

下来许多珍贵的遗产，剧目有 700

多个，表演技艺很丰富。上党地

区民风民性刚强，高扬民族正气，

形成了粗犷、豪放的风格，音乐唱

腔高亢、激昂、刚健，这些特色都

应保留。

郭士星（山西省戏曲学会会

长）：上党梆子的传承和保护，至

少要做到“ 六保”：保剧种、保剧

目、保剧团、保人才、保资料、保设

施。要注重剧目的传承，要注重

人才的培养。要培养昆梆罗卷黄

5 种声腔都会唱的演员。老演员

要带徒弟，越多越好，可促进剧种

的发展。

谢平安（《千秋长平》导演）：

这个团的演员功底扎实，肯钻研，

氛围好，团风好，拥有张保平、吴

国华、张爱珍、郭孝明 4 个文华奖、

梅花奖获得者和国家一级演员及

山西杏花奖演员。《千秋长平》的

成功，确实凭借了他们的实力，展

示了他们的水平。

龚和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上党梆子声腔既有激昂慷慨

的共性，又有善于抒发一种似乎

久被压抑的悲情的个性。这出戏

充分重视剧目建设与剧种建设的

统一，在保持声腔特色的基础上，

增强了板式变化，丰富了旋律，使

张保平等名家的演唱艺术得到了

新的发挥。

安葵（中 国 戏 曲 学 会 副 会

长）：上党梆子要传承发展就必须

注入新的活力，《千秋长平》就是

一 部 有 利 于 剧 种 传 承 发 展 的 作

品。这个戏的几位优秀演员塑造

出了廉颇、赵王、廉夫人、周成等

形象，通过人物行动和相互较量

展现出战国时代的历史画卷，很

有震撼力。

张玮（中 国 评 剧 院 原 总 导

演）：我看过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和张保平主演的《赵树理》，感觉

很亲切。他们有非常好的创作集

体，有 自 己 的 编 剧、作 曲 和 副 导

演。当地领导爱上党梆子，不仅

仅是责任还有感情，他们关注祖

国的文化和戏曲的命运与发展。

李春喜（中国文联研究室原

副主任）：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保

护地方戏曲剧种的多样性。地方

戏剧种特色弱化甚至濒临消失的

现状，正威胁着所有戏曲剧种赖

以生存的艺术生态系统。我们应

高度重视《千秋长平》继承和发展

上党梆子剧种传统的创作经验。

孙豹隐（陕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剧作立足本土资源，

为地域文化立戏；立足历史记叙，

为弘扬民族文化立戏；立足传承

创新，为上党梆子的大发展大繁

荣立戏。《千秋长平》在历史真实

与艺术真实的把握上分寸得当，

注重发挥上党梆子优秀演员的优

势和实力。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上党梆子在发展过程中将个

性化的声腔艺术和舞台经验，将

古老的上党梆子与现代审美风尚

做了完好的统一和弘扬，把长平

之 战 的 本 土 故 事 演 绎 得 悲 情 四

溢，也把上党梆子的魅力舒展得

淋漓尽致，蕴含着对上党梆子未

来发展的寄望。

李小菊（中国戏曲学会副秘

书长）：《千秋长平》是一出将剧目

的题材选择与地域文化、剧种特

色完美融合的成功剧作。上党地

域文化习性必然影响上党戏曲的

风格：高亢激昂，粗犷奔放。以这

样的剧种风格来演绎历史悲剧长

平之战，使作品蕴含的悲凉凄惨

充分展现。

二、在历史题材的当
代阐释中实现了史与戏的
有机统一

薛若琳（中 国 戏 曲 学 会 会

长）：这出戏揭示的历史教训是，

赵孝成王撤换老将廉颇，起用夸

夸其谈不懂实战的赵括，致使赵

在长平大败；赵制定重大战略只

在宗室内决策没广泛听取朝臣意

见，致使举朝缺少思想准备；秦粮

食充足，赵农业滞后粮食缺乏，难

打持久战。

姚欣（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

会会长）：《千秋长平》把战争放在

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把秦国对赵

国施反间计放在中心位置来编织

故事，努力追求历史真实和艺术

真实的统一。但编导只重反间计

换主将的一面，忽视廉颇是否降

秦的另一面，影响了对廉颇形象

的塑造。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这部严肃的历史剧很尊重历

史故事的真实性，剧情的基本框

架是根据史实所提供的资料。在

“大事不虚”的原则上，作者也做

了必要的艺术虚构，如赵括倒背

兵书，秦国劫持廉颇女儿等情节

都很生动。“用人之道”的主题很

有现实意义。

韩玉峰（戏剧评论家）：《千秋

长平》主题在“用人”二字。赵王起

用的大将赵括熟读兵书倒背如流，

就是不会打仗，成了历史的罪人。

廉颇说：“论兵并非用兵，用兵重在

用人。”秦赵用兵之道不同的根本是

赵“用人不当”，这一主题具有深刻

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价值。

张宝祥、张华（《千秋长平》编

剧）：秦赵两国不同的用人之道在

史籍中阐释得很深刻，赵王错用

一个赵括，40 万赵军血流成河！

这个惨痛的教训，深深地震撼了

笔者心灵！我们最终决定把剧作

主题定位在“用人”二字上，具有

现实意义上的普遍性，因而更有

典型性。

周传家（北 京 联 合 大 学 教

授）：这是一部严肃的史剧，以廉

颇的贬谪升迁为主线，以赵括为

反 衬，设 计 出 战 与 不 战、见 与 不

见、走与不走 3 个重要关目，展开

双方波澜起伏的谋略和冲突。围

绕家国情、夫妻情、父女情、爷孙

情，写出人物的两难处境，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

万素（中 国 戏 曲 学 会 秘 书

长）：该剧取长平之战赵军惨败，

40 万人被秦军坑杀的触目惊心、

教训惨痛的史实入戏，设计了廉

颇固守、赵王易将、赵括败绩和廉

颇守城等主要戏剧情节，具有历

史的厚重感。在对历史的反思中

提炼出“用人问题”的主旨，十分

发人深省。

三、剧作精神蕴涵的丰
富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互为表里

郑传寅（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千秋长平》的成就主要在于

精神蕴涵的丰富性和人物形象刻

画的生动性。爱国主义精神、舍

生取义的正气是打动观众的主要

精神力量，该剧通过人物关系的

多重冲突和纠葛揭示人物内心情

怀的构思和艺术呈现，使剧作具

有戏剧性张力。

康式昭（中国社会主义文艺

理论学会副会长）：长平之战终于

惨败，秦军乘胜追击，直捣邯郸的

空前危难，赵王命廉将军复出领

兵，守卫京城。这当口廉颇于国

难当头之际接过帅印，保住了邯

郸，救赵国于将亡。老将军的开

阔胸襟、深远目光、高洁品格足为

万世楷模。

郭振朝（晋城市上党梆子研

究会会长）：剧中把国家大局与亲

情难舍的心里挣扎、面对亲人痛

哭甚至指责而无言的内心苦楚，

把人情与人性的本真淋漓尽致地

表 现 出 来 。 正 是 在 这 种 亲 情 决

绝、家国存亡的挣扎与抉择中，廉

颇忠直大义的独特个性，得到了

充分的张扬。

黄维钧（《中国戏剧》原副主

编）：《千秋长 平》不 用 欢 呼 胜 利

大结局的老套。赵王认错“错怪

忠 良 罪 在 君，用 人 不 当 是 祸 根”

正 是 全 剧 主 旨 。 终 场 赵 王 与 廉

颇 到 杨 谷 河 遥 祭 40 万 大 军 ，思

索这天大的血的教训该由谁来担

责，使剧作主旨上升到具有普世

性的的层面。

叶之桦（厦门市文化局原副

局长）：廉颇英雄性格的本质是忠

勇和坦诚，但是忠而见谤，勇而遭

忌，终不为君王所信所用，这就是

廉颇的悲剧、英雄的悲剧，也是他

性格的悲剧。这出戏所包含的思

想意义远远超出“用人问题”，剧

作指向“用人用兵”，其意义略显

简单。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研所副所长）：戏剧结构严谨，戏

剧矛盾的展开环环相扣，剧本给

演 员 的 表 演 也 留 下 比 较 大 的 空

间，是一个比较适合舞台演出的

剧本。作为历史故事剧，我认为

《千秋长平》塑造的廉颇形象是成

功的、感人的，是既顶天立地，又

有情有义的。

杜建华（四川省艺术研究院

院长）：该剧以历史上惨绝人寰的

大悲剧为原型，复活了几位著名

历史人物艺术形象，给人以警醒

和教益。不仅刻画了忧国忧民的

全新的廉颇形象，同时有刚愎自

用却知错能改的赵王，及会谈兵

而不会用兵的赵括及深明大义的

赵母等生动形象。

张保平（《千秋长平》廉颇扮

演者）：戏曲舞台上廉颇一般是花

脸应工，上党梆子则是生行见长，

我尽量兼取二者。剧情赋予廉颇

悲情的感情基调，久经沙场终受

贬黜、痛失爱女、痛失 40 万好男儿

难掩悲伤。所以我以中、低音为

主，极力用老生声腔刻画这一悲

情人物。

吴国华（《千秋长平》赵孝成

王扮演者）：我是学旦角出身，对

小生来说接触不多。赵孝成王是

小生应工的正工小生，还有一种

武生的气质，舞台表现时有一定

的困难。上党梆子的小生腔是非

常有特点的，主要特征是翻八度，

在身段和声腔方面，我都做出了

相应的调整。

张爱珍（《千秋长平》廉夫人

扮 演 者）：我 感 觉 这 个 角 色 戏 不

多，但分量重。如廉颇要进宫进

谏，廉夫人在劝阻过程中既要有

理还得有情，既饱含深情又带着

屈情，我抓住人物多重矛盾的心

理，力求真实生动地塑造出这个

善良、质朴的古代妇女形象。

郭孝明（《千秋长平》周成扮

演者）：赵国大夫周成在全剧中是

个配角，出场总共 4 次，台词、唱词

都不多，但我认为周成的出现强

化了正义的力量，不但实现了战

与和两派力量的均衡，而且在不

断地推进情节的进展。周成的最

终自刎，更为全剧增加了悲壮的

气氛。

四、以现代剧场意识在
创新中实现戏曲艺术新的
综合

王蕴明（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剧中主要人物、情节本于史

实，作品立意、人物及戏剧情节编

排有艺术创新和当代阐释，做到

了史与戏的有机统一。舞台呈现

悲壮、大气、简洁，张弛有度。演

员阵容整齐，演唱尽显上党梆子

的 声 腔 神 韵，高 亢 激 越、情 酣 意

浓、动人心魄。

刘祯（中 国 戏 曲 学 会 副 会

长）：该剧是古代题材在现代意识

下的故事结构，没有追求大团圆

式的结尾，剧中的廉颇既有与传

统戏忠臣良将同构的行为模式，

也有现代戏曲好干部式的心理方

式。人物行为模式的设置处在传

统与现代之间，是戏曲现代转换

的典型个案。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时空自由规律在这出戏中

得到了张扬和推许。如第二场秦

国咸阳、赵国邯郸的两个王宫并

置 在 同 一 时 空 。 第 五 场 廉 颇 回

府，在泪眼模糊中看着赵括进入

伏牛山，两个戏剧时空同时并列，

强化了深层表意功能，丰富了戏

剧构成。

秦华生（梅 兰 芳 纪 念 馆 馆

长）：以当代意识深入开掘历史事

件，着力塑造廉颇独特的艺术形

象。舞台时空转换自由，叙事流

畅，重点突出。二度创作精心、精

致，导演构思完整，气韵生动，一

气呵成，以浓郁的悲剧气氛表现

大气磅礴，透露出苍凉之美、悲壮

之美。

王敏（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戏

剧 系 主 任）：穿 越 时 空 的 舞 台 处

理，使节奏流畅，对比鲜明。导演

语汇的组织、舞台美术的保证，灯

光的切割点染，特别是演员在不

同时空的跳换，都需要过硬的功

力。这既是对戏曲美学传统的继

承，又是对影视创作中蒙太奇的

剪接和借鉴。

刘建斌（《千秋长平》音乐设

计）：我坚持 3 个创作理念：一是精

品理念。几易其稿，凝结了我和

李秀荣先生的求精思想；二是精

髓理念，必须保留鲜活的上党梆

子音乐的精髓；三是精美理念，运

用现代作曲技法手段，将上党梆

子音乐表现力全面提升，使可听

性更强，更具时代美感。

朱维英（中国戏曲音乐学会

会 长）：该 剧 使 梆 子 腔 戏 悲 凉 激

昂、热耳酸心，能产生心潮澎湃、

血气为之震荡的强烈效果。男女

声唱腔板式结构、旋律走向都合

乎本剧种声腔规律，合乎剧中人

物身份口吻，合乎人物感情，入情

入戏，准确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和

特定戏剧情绪。

包澄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 员）：音 乐 一 定 要 讲 究 整 体 布

局，一出戏很像一幅国画，要浓淡

相宜。上党梆子精彩的锣鼓声掀

起了乡党的疯狂，绝不逊于对演

员的掌声和欢呼声。声声锣鼓勾

回了生养他们的土地，锣鼓就是

上党梆子的灵魂，戏曲现代化过

程中更应保护。

徐培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特

邀研究员）：上党梆子声腔具有浓

郁的山西地域特色。《千秋长平》

既保留了优秀的传统唱腔，又加

入了交响乐队的配乐和伴奏，使

得古朴酣畅、激越高亢的优美旋

律得以升华，丰富了艺术表现力，

让观众得到既有古典又有时尚的

多元审美。

赓续华（《中国戏剧》主编）：

上党梆子《千秋长平》舞台呈现可

圈可点。3 位梅花奖演员张保平、

张爱珍、吴国华以及优秀演员郭

孝明担纲主演，托起上党梆子表

演艺术的辉煌。剧种高亢激越的

声腔传来亘古之音，犹闻烈马嘶

鸣和喋血将士的古战场，别具悲

情色彩。

王艺睿（中 国 戏 曲 学 会 秘

书）：剧作强化戏曲表演本体，注

重剧种声腔特色，音、舞、美借鉴

新语汇辅助表演。尤其人物造型

一改架子花脸应工，以老生俊扮

成功地塑造出唱念并重的衰派老

生廉颇，其唱腔苍劲激昂、荡气回

肠，为上党梆子的剧种发展做了

有益的探索。

魏强（枣梆子研究专家）：音

乐创作准确把握思想内蕴，音乐

节奏与整体舞台节奏和谐统一，

挖掘人物内在情感和塑造人物性

格，同时体现上党梆子音乐的时

代美感。作曲家用饱蘸激情的才

华和感悟，奏响了上党梆子《千秋

长平》情感浓烈、荡气回肠的英雄

长歌！

五、进一步期待

《千秋长平》将作品主题定于

“用人不当功无成”虽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但就历史角度而言，作品

对“用人”主旨的拓展似嫌不足。

就战争局势而言，秦赵两国各自

的综合实力悬殊，老将廉颇的坚

守与小将赵括的攻打谁胜谁负都

难以逆料。秦赵两国在上党的僵

持与决战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的对

抗，也应是历史规律必然性的显

示。长平之战的惨烈史实还应引

发创作者对历史做出更深入的思

辨而不要简单化。

二度创作中，演员突出唱工

而缺少身段 动 作 和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手 段 。 演 员 应 创 造 性 地 运 用

和发挥肢体语言的表意功能，要

把 传 统 戏 曲 的 唱 念 做 舞 结 合 起

来 表 现 人 物 。 服 装 设 计 虽 然 很

有时代感，但质地太硬妨碍演员

的 表 演 。 地 方 戏 用 方 言 念 白 为

好，该 剧 大 多 使 用 韵 白，建 议 改

用 方 言 念 白 更 有 地 方 戏 韵 味 。

声腔在刚柔关系的处理上应做一

些调整，现在高亢激越有余而深

沉低回略显不足。全戏还应突出

精致化，注意在每个细节中求精、

求准、求美。相信经过精心地打

磨、加工，《千秋长平》一定会取得

更大的成功！

（万 素 整理）

昆梆罗卷黄生旦净末丑演绎史剧通古今
——上党梆子《千秋长平》研讨会发言摘要

张保平饰廉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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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坚守长平拒不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