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今年推

出了其 1999 年作品《十三角关系》

的大陆版。近 13 年后的复排，由

于表演的不准确和对角色的不当

删除，有失水准。

此次剧中有 4 个人物：做“立

法委员”的丈夫、做电台主持人的

妻子、做投资顾问的情妇、自认为

是 天 使 的 女 儿 。 这 样 的 人 物 设

置，情节本来平淡无奇，却因妻子

为挽回丈夫的心找情妇上课这一

事件峰回路转。

妻子请情妇当老师，这已经

很荒诞——正如丈夫所说，妻子

居然抢了他和情妇的时间——而

丈夫为了知道两个女人怎么谈论

他，还装作冷气修理工去探听；妻

子为了知道是否被情妇所骗，也

在丈夫偷情时装作打扫卫生的欧

巴桑去探听。结果，丈夫和妻子的

伪装身份相爱，此剧主要的喜剧效

果也由人物身份的错位产生。

笔者一直认为，高级的喜剧

性 是 从 人 物 与 情 节 中 生 发 出 来

的，靠外部动作、表情、语言、舞美

催生的笑料只能是挠观众痒痒。

如上所述，该剧已具备高级喜剧

的特征，原版的演出也体现得恰

到好处，但大陆版，一方面由于夸

张表演增加了低级喜剧的成分，

另一方面，高级喜剧的内容却由

于表演不到位被削弱。

对于谢娜的“人来疯”，大陆

观众早已有目共睹，她在该剧中

也是太过喧闹，主持电台节目时

还 刻 意 模 仿 原 版 中 郎 祖 筠 的 腔

调，十分做作。丈夫和妻子以伪

装身份相爱的全剧高潮段落，甚

至像央视春晚小品，缺乏戏剧品

位，其中对电视购物的戏仿、网络

语言“你肿么了”的加入等，更是

一些缺乏持久生命力的小噱头。

戏 剧 作 品 中 往 往 有 一 些 戏

眼，演员需要充分展示进行强调，

喜剧中的包袱尤其要抖得漂亮。

然而演出中，妻子主持电台节目、妻

子向女儿求助追踪丈夫手机信号、

妻子到情妇家找丈夫、妻子夸张掏

出拖鞋丈夫下意识躲闪、情妇说“我

完了”等一些或喜或悲的戏眼，由

于处理仓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有意思的是，大陆版中唯一

一位台湾演员宋少卿，由于父亲

是大连人，说普通话一直保留着

大陆口音；而大陆演员，妻子谢娜、

情妇周扬、女儿邓家佳，都不同程度

染上了台湾腔。原版中赵自强用浓

重而沙哑的台湾腔将一个暴躁、市

侩的“立法委员”演绎得活灵活现，

而宋少卿就稍显文弱，性格塑造不

够突出；另一方面，几位大陆演员的

台湾腔实在是矫情。如此混搭，

难免让整体语言风格有失协调。

当然宋少卿和谢娜扮演另一身份

时分别操的台湾腔和四川话，相

较原版中的粤语和闽南语，对大

陆观众而言还是比较出彩的。

此次大陆版的一个重要变化

是删掉了原版中爷爷的角色。赖

声川对此的解释是：爷爷的角色

功能和女儿重叠，就进行了合并，

以使全剧更加流畅、简洁。然而

如果看过原版，首先会觉得家庭

中突然少了一个成员，心里空落

落的——当然，远不止这么简单。

原版中，女儿和爷爷是两个

具有超现实色彩的角色。女儿自

认为是天使，任务是让父母感受

到爱，经常不知道和谁打着电话，

每次向父母的告白都在父母的吵

闹中告终。爷爷是个植物学家，

每天只在阁楼上悉心呵护他的植

物，更把一盆兰花看做已逝妻子

的化身，并相信终有一天自己也

会化成一盆植物。

拼贴是赖声川舞台作品的一

个重要特征，这在《十三角关系》

中并不是通过情节而是通过人物

体 现 的 。 在 这 个 现 代 寓 言 故 事

中，丈夫—妻子—情妇、女儿—爷

爷两组人物拼贴出对于主题爱的

两种表达：一动一静，一喜一悲，

一反一正，看似正常的人却失去

了爱的能力，看似疯癫的人却最

懂得爱的真谛。

删掉了爷爷，把正面传达爱的

任务交给女儿一个角色承担，无疑

显得势单力薄，两边比例失衡，戏谑

有余，严肃不足，让观众只是沉溺于

欢乐，难以有更多对主题的思考。

而单从形式上看，也缺少了

一个重要的舞台元素。原版中，

男主人公的家有两层，爷爷住在

种满植物的阁楼上，从不下来，传

送东西全靠一个吊篮。爷爷的阁楼

和女儿的电话亭，作为温情而孤独

的意象相互呼应。爷爷经常自顾说

着自己世界的话，和女儿的自言自

语形成一种爱的主题复调。

删除了爷爷的角色，这一切都

不复存在，甚至叙事上也出现漏

洞。比如，原版中丈夫的保险箱被

菲佣搬走，爷爷絮絮叨叨警告家里

响起警铃，但如今由于角色的缺失，

后面这条叙事线浮出时再提及“警

铃”，就缺少铺垫，相当突兀。再如，

原版中女儿接到关护人电话，起初

假装菲佣声音，在爷爷的催促下才

换回自己，但如今只能一个人完成

这个独角戏，相当莫名其妙。

当 然 ，舞 美 还 是 可 圈 可 点

的。剧中只有丈夫家和情妇家两

个主要场景，原版采用景片左右

开合拼贴完成换景，大陆版则采

用主景片上下翻转辅以次景片左

右 旋 转 和 吊 灯 上 下 置 换 完 成 换

景，都很简洁巧妙，各有千秋。

孔子曾经说过：“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这对于中国戏曲的发

展历史，尤其适用。艺靠人传，戏

曲的实体，正是借助着一代代戏

曲演员精湛的表演，才得以穿越

时光不断重现、展示于观众面前

的；而很多的剧目或剧种的流传，

也完全是靠演员们一代代的口传

心授。因而，中国戏曲的延续，始

终是以一种活态的传承方式，达到

了薪尽火传、不断发展的。也正是

在对于戏曲诸多传

统技艺的继承和化

用的过程中，前辈艺

术大师们在长期的

舞 台 摸 索 与 实 践

中，创 造并形成了

各具特色、凝结着自

身表演艺术精华的

不同流派，他们 对

戏 曲 的 唱 腔、演唱

的技巧、表演的技巧

等方面所进行的发

展、丰富或改造，令

戏曲的艺术表现力

在舞台上更为鲜活、

传神，甚至引导了新

的审美旨趣，可谓是

对戏曲艺术做出了

创造性的贡献。

而对于流派的

传承和延续，往往

需要在死学之后再

进行活用。只有先

进行模仿，在模仿

中让年轻演员由外

而内地吃透各流派

的精髓、完成基本

技艺的掌握，才更

有利于他们博采众

长并得以在日后的

舞台上去发挥和创

造。3 月 21 日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演

出 的 京 剧 传 统 剧

目《红鬃烈马》选段，正是由 3 个

著名的折子戏《三击掌》、《武家

坡》和《大登殿》组成的，以不同

流派的名段呈现，诠释了京剧流

派 艺 术 的 魅 力 。 尤 其 是 王 宝 钏

的扮演者、3 位不同流派的年轻

传承人——李文颖（程派）、刘梦娇

（张派）、朱虹（梅派），分别原汁原味

地演绎了 3 个流派的经典片段、精

粹唱腔。虽是同样的戏、同样的内

容、同为3个流派的唱功戏，却又因

各自独特的处理与表现而充分展

示出了流派间的不同风采。优美

的唱腔和严谨的表演，令全场不

时地报以掌声和喝彩声。

在程式的规范下，青年演员

们的一招一式都极为严谨，彰显

着流派艺术的魅力，如：程派传人

嗓音醇厚，演唱柔中带刚，以似断

实续、时而低回幽咽时而悲愤高

亢的唱腔，诠释着王宝钏在《三击

掌》中所显现出的倔强和坚强，立

体 地 为 观 众 展 示 了 程 派 节 奏 多

变、“守成法而不泥于成法”的旋

律美和意韵美；张派青衣音色纯

正、演唱清新婉转，在与薛平贵对

唱中刻画人物、表情达意细腻准

确，外冷内热地呈现着“ 娇、媚、

脆、水”的艺术风格；专攻梅派的，

则是雍容大方、气韵饱满，吐字清

晰而又不失圆润，举手投足间自

然贴切地传达着一种古典女性的

美感，令观众赏心悦目。

实际上，作为 3 月 12 日至 31

日在梅兰芳大剧院

举行的“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系列展

演活动中的一场演

出，《红鬃烈马》也

是国家京剧院优秀

青年演员暨第五届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

演员研究生、首届

流派班学员的一次

全面汇报与检阅的

一部分。正是在本

次展演中，几十位

优秀的青年京剧演

员，在 20 天内为首

都 观 众 上 演 了 17

台京剧传统经典剧

目、新创剧目及经

典折子戏专场，集

中地展现了京剧的

艺术魅力。然而，

戏曲“青研班”“流

派班”的最大意义，

其 实 却 并 不 在 于

此，而是重在抢救、

传承与弘扬。

人 在 曲 传，人

散曲终。古往今来

的戏曲演员们，用

自己的生命把中国

戏曲的火种一代代

活 态 地 传 承 了 下

来。而新中国成立

前许多剧种濒于灭

绝，就是由于老艺人的流散和去

世。因此，戏曲“ 青研班”“ 流派

班”的出现，是传承戏曲艺术、发

现和培养戏曲青年人才的一次重

要集结。在这个平台上，回归戏曲的

本质，培养中国戏曲的新一代传人，

在艺术上深钻求精的同时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质，可谓是功在后世。

而当这批年轻人浸淫在中国

戏曲的传统之中，并在不断的舞

台实践中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逐步

达到人戏合一的时候，可以预想

到的是，正如同每次演出开场和

结束时播放的歌曲《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中所唱的一样，待到“再

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时，这些优

秀的青年演员想必已经接上了前

辈们的班，成为了占领着中国戏

曲舞台的中坚力量，不仅成长为

戏迷眼中真正的“角儿”，令戏曲

舞台群英荟萃、相映成辉，并且还

都化为了中国戏曲继往开来、传

承和发展长河中的重要一环。

“只要是国家的事，只要文化

部需要我，我都将全力以赴。”一

通电话，刚刚获得第二届中国舞

蹈艺术“终身成就奖”的舞蹈家赵青

就爽快地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

赵青，1936 年生于上海。新

中国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首

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

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舞

蹈家协会顾问等职。代表作有中

国第一部大型民族歌舞剧《宝莲

灯》，舞剧《剑》，小舞剧《梁祝》、

《长绸舞》等作品近 30 部，可以说，

她为中国民族舞剧的表演方法塑

造了典范。赵青曾先后赴美、英、

法等 20 多个国家访问演出，为中

外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难忘周总理的关怀与帮助

“老实说，手捧着这沉甸甸的

殊荣，感到受之有愧。我常常想，

自己对中国舞蹈事业只做了些微

小 的 贡 献，甚 至，这 些 贡 献 都 是

党、国家和人民给予自己的。”面

对“终身成就奖”的荣誉，赵青谦

虚地说。

赵青告诉记者，自己是个幸

运儿，是党和国家培养起来的新

中国第一代舞蹈工作者。那时，

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舞蹈事业上给了她许多具体的关

怀和帮助。1956 年，周总理审查

出国节目时，曾问赵青这样一个

问题：为什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

能跳中国的《白毛女》，而我们自

己 却 没 有 跳 呢 ？ 周 总 理 的 一 番

话，激励赵青从此立志从事中国

民族舞剧事业。

“周总理让二十出头的我认

识到，一个演员和国家的命运是

紧密相连的，更要将自己的艺术

事 业 和 为 国 争 光 的 神 圣 使 命 紧

密相连。”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的庆典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周总理观看了赵青主演的大

型 民 族 歌 舞 剧《宝 莲 灯》的 第 二

场。第二天的晚宴上，周总理称

赞赵青精彩的演出为国争了光，

并 语 重 心 长 地 对 她 说：“ 一 个 演

员，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舞

台 上 演 出，绝 不 是 代 表 个 人，而

是 代 表 着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演

出。”周 总 理 的 话 让 赵 青 更 加 坚

定了为国家、为人民做好舞剧事

业的决心。

感恩父亲给予的精神财富

“在我仅有的贡献中，还有一

部分是父亲赵丹给予的，父亲不

仅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比黄金

还贵重的精神财富。父亲临终留

下的遗言是——艺术家在任何时

候都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这 是 父 亲 赵 丹 毕 生 的 写

照，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艺术真谛。我一直谨记他

的教诲。”赵青动情地说。

父亲赵丹是赵青舞蹈

艺术生涯的引路人。赵丹

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在他

的鼓励下，赵青走上舞蹈

艺 术 之 路 。 在 他 的 引 领

下，赵青结识了许多为中

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各

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这

些艺术家在赵青的舞蹈艺

术生涯中，都曾给予她许

多帮助。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就曾给赵青的舞蹈

表演以指点。1953 年，中

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

一行 4000 余人，在总团团

长贺龙的率领下，于 10 月 4

日离京，赴朝鲜慰问中朝

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梅

兰芳、老舍等文化界名人都是慰问

团成员。身为团员的赵青在后台

练习荷花舞时，当时已有 60 多岁的

梅 兰 芳 就 在 一 旁 颇 有 兴 致 地 观

看。看后，他称赞赵青深得父亲赵

丹的表演真传，跳得传神，但在舞

台化装上，还得细致些，“荷花仙子

是仙女，演员的脸自然得画得白净

美丽。要注意，脖子和手也得抹

白。不然一登场，荷花仙子露着黑

乎乎的脖子和手，煞是不好看啊。”

赵青把梅兰芳提的意见记在心里，

在以后的舞台表演中更加注意各

方面细节，以更加完美的舞台呈现

给观众带去艺术享受。

业内绰号“赵疯子”

赵青练功时的刻苦执著在业

内是出了名的，曾被称为“赵疯子”

“拼命三郎”，即便身处逆境，仍练

功不辍。1966 年“文革”开始后，赵

青在没有机会登上舞台的情况下

坚持练功。每天，早上 5 点就练

一遍功，白天干一整天活后，夜里

再练一遍功。草垛前、打麦场、屋

檐下，都是赵青练功的场所。就

是这样咬牙坚持，就是这样不放

弃希望，别人眼里的“赵疯子”在

“文革”结束后，凭着过硬的舞蹈

功底立刻重返舞台，这是许多当

年一起被下放农村、中断练功的

舞蹈工作者难以做到的。

“能有这样的坚持，我要特别

感谢老师依莲娜·奥丽格珊娜，是

她让我懂得了‘最美的舞蹈艺术

也是最残酷的艺术’的深刻含义，

让我懂得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

舞 蹈 家 ，就 要 刻 苦 练 功 。”1954

年，赵青被中央歌舞团保送进入

刚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

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作

为 5 年级的插班生，她与全国各

省市歌舞团选送的尖子一起，接

受了严格、规范的学校教育。前

苏联芭蕾教育专家依莲娜·奥丽

格珊娜亲自为她们教授芭蕾舞

课，且全部按照她制定的教学大

纲严格训练。“我清楚地记得，她

在给我排《天鹅湖》中的西班牙舞

时，一边用手推着我的肩膀，一边

在耳边大声喊着‘台上一个圈，台

下 100 个圈’；她不停让我左右开

弓练习猫跳，直到我跳崴了脚，脚

上起了大包，她还严厉地喊着‘再

来一次’。”

画画，人生新舞台

“我还要感谢和我一起成长

的中国民族舞剧演员、编导、作

曲、舞美等所有同仁，今天的成

绩，是我们用青春、汗水、心血共

同换来的。”赵青深情地说，“我格

外珍惜这份殊荣，这份殊荣给我

的爱是无边的，这份殊荣给我的

力量是无限的，我将这份殊荣看

做是对我余生的鞭策，我将怀着

感恩之心，在我的余生，尽我最大

的可能为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1992 年，赵青因长期练功积

劳成疾，导致左髋骨头坏死，不得

不 离 开 她 视 如 生 命 的 舞 剧 舞

台。此后，她的生命仍然紧紧地

与舞蹈相连，她还在构思如何写

出、编 出、导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民 族

舞剧，先后编写大、小剧本 10 余

部 ，其 中 较 成 熟 的 3 部 是《伏 羲

女娲》、《丹顶鹤》、《晚霞》。为了

让更多人理解自己心中的舞剧，

能将它们搬上舞台，自 2005 年初

至 2006 年两年间，赵青又拿起画

笔，将 3 部舞剧中的人物、情节、舞

蹈动作、场面及舞台设想，画成了

200 余幅水彩画，在画纸上延续她

的舞蹈生命。2009 年，赵青将这

些作品汇集成册，在中国文联的

支持下，由“晚霞工程”出资，出版

了《赵青新舞台——儿童画集》一

书，反响极好。2011 年 9 月，赵青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赵青从艺

60 周年——赵青新舞台油画展”，

获得一致好评。

采访结束时，记者特意请赵

青一起，在她的一幅未完成的画

作前合影。这是一幅美丽的画，

画中的女孩与丹顶鹤在快乐地舞

蹈。记者发现，那画中跳舞的女

孩 就 是 赵 青 自 己 。 赵 青 告 诉 记

者，她正计划做一部动画片，讲的

就 是 小 女 孩 救 丹 顶 鹤 的 感 人 故

事，这幅画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夕阳的余晖中，记者觉得眼

前的赵青特别美，这种美不仅是

她那如梦似幻的舞蹈，不仅是她

那绚丽多姿的画作，更是她那温

柔善良的心。衷心祝愿，属于她

的那些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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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慧于心 风和花开
——评房千新作《莲花红莲花白》

温远辉

一次有失水准的复排
白 瀛

赵青：舞出民族舞剧一片天
本报记者 张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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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词与曲的关系密

不可分，诗不仅可吟唱还可入曲，

词通常被称为“填词”，即依曲式

而填唱词，元曲更是用于舞台演

唱的唱本。只是因为岁月漫漶，

那些传唱一时的词调、曲谱，大抵

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都

是文字，从《诗经》里“采风于野”的

“风”到“元曲”，莫不如是。看来，文

字比歌谱曲调更能走向未来。这些

诗、词、曲文，离开了歌谱曲调，一样

能够传咏千古，甚至字字玑珠，绚烂

迷人，成为文学的瑰宝。遥想当

年，有了歌谱曲调来演绎，这些文

字当是另有别样的风致；有了这

些文字，那些歌谱曲调又该是何

其的璀璨风华。所以，好诗词是

应该便于谱曲的，而歌词也应当

是优美的，即便脱离了曲谱，它也

是有生命力的、耐读的诗或词。

这是我们美好的文化传统。

白话文运动以来，诗与词是

愈来愈疏离了，而词的优美也日

渐 剥 离 。 尤 其 是 革 命 风 炽 的 时

候，歌曲要兴冲冲地表态，要张扬

激情，要具有鼓动性，便难免意识

形态化、政治标签化，标语、口号

大量入词，削弱了歌词的文学审

美功能，程式化、概念化成为共同

特征。其实，近百年来，依然有一

些优美的诗词被谱了曲，也有许

多依曲而填的词或为谱曲而创作

的词，同样诗味盎然，优美迷人。

前者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

她》、李叔同的《送别》以及毛泽东

的精彩绝伦的诗词，后者如《梅娘

曲》、《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让

我们荡起双桨》、《吐鲁番的葡萄

熟了》等。即便是红色歌曲，同样

有许多优美的歌词，如《英雄赞

歌》、《红梅颂》、《我的祖国》、《我

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新时

期以来，流行歌曲的盛行，纾解了

歌曲里的政治神经，生活化、平民

化、抒情化的艺术倾向催生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其中的

许 多 词 富 于 想 象 力 ，“ 诗 ”味 浓

郁。这方面的探索，成就了不少

歌词大家，优秀词家人才辈出，寓

居深圳的词作家房千，就是其中

的一员。

房千的歌词创作属厚积薄发

类，总量不算多，但这 10 余年来，

年年都有新作，而且不少作品流

传甚广，脍炙人口，像《盼团圆》、

《今天的中国》、《月光光》、《梦的

翅膀》、《梦中的小河》、《桃花魂》、

《中国我为你歌唱》等，都广受好

评。房千既创作表现民间生活百

姓情趣的词作，也创作主旋律的

作品，都能成绩显赫，获得了众口

称赞。他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多次

获奖，并且连续 10 余次入选中央

电视台、文化部春节晚会等重大

文 艺 晚 会 。 他 创 作 的 主 旋 律 作

品，政府认可，听众喜欢，关键在

于避开了标语口号化的程式化路

线，走上了亲民的文学的道路。

他让主旋律大众化，让大题材生

活化，用感性的话语、诗化的感

受、凝练质朴的表述，营造出独特

的表达效果，打动人心。在我看

来，房千创作的歌词，文人色彩鲜

明，遣词着调讲究，不仅内涵丰

富，而且形式美感丰盈。他从古

典诗词和地方民歌中吸取了有益

的滋养，形成了自己晴朗俊逸的

歌词风格，生活气息浓郁，时代色

彩鲜明，意象新鲜，气象大度，语

言质朴灵动，富于想象，讲求境

界，健康爽朗，雅致而动人。

最近，房千创作了一首新歌

《莲花红莲花白》，歌词全文如下：

“你满含笑意，/从天边飘来，/像

一朵云彩，/飘进我心怀。/莲花

红莲花白，/冰清玉洁芳心在，/你

出 淤 泥 不 染 尘 埃 ，/把 馨 香 送

来 。//你 一 片 清 纯 ，/从 天 边 飘

来 ，/如 一 朵 云 彩 ，/牵 动 我 真

爱。/莲花红莲花白，/傲立群芳

花不败，/你舞清风吹拂大地，把

欢乐传开！”歌词清雅脱俗，如一

幅山水画铺展于眼前。浅白的语

言，朴素的表白，飘逸灵动的形

象，诚挚的情感，扩张了歌词的表

现力，使歌词有了蕴涵丰富的效

果 ，带 给 听 众 美 好 的 想 象 和 感

受。当代歌词要求明白晓畅，让

听众一听便明，会心迎合。房千

的歌词也有这方面的特色，但它

更妙的是，在此基础上，词作者的

美学追求总能够得以表现，词的

优美品性总是得以彰显，这不仅

反 映 了 词 作 者 的 严 谨 的 创 作 风

格，同时也反映出了词作者的文

学修养和文学追求。

古人作诗讲求“兴象”。兴是

感物兴情，象指以物取象，所谓

“兴必取象”“情动于内而感物于

外”。我看房千这首新歌，便很得

其中三昧。起句“你满含笑意”是

兴，承句以下，便是陈“象”了。笔

下之“象”，实心中之“象”，美好，

飘 逸 ，将 美 好 神 圣 的 感 受 具 象

化。读之，既有古代大儒“爱莲”

的韵致，又有当下饮食男女至情

率真、清朗脱俗的况味。一首好

诗佳词，离不开优美的想象，离不

开对诗化意境的营造。看房千的

新词，如临夏日荷塘，如沐南风，

如观仙子翩翩而降。于斯时，雅

乐声闻，情思骀荡，禅慧于心，风

和花开，这的确是幸福的感受啊。

房千原本是诗人，出版过诗

集。房千本来是学者，致力于民

俗研究，出版了民间文艺民间风

俗 学 专 著 多 部 。 房 千 的 歌 词 创

作，是他多 年“ 采 风 于 野”，独 出

心杼的心血结晶，是他心灵诗意

放飞的结果。他清新的词风，得

益于他多年的文学浸染，呈现的

是他的文学品格，诚挚、真情、儒

雅、飘逸、清爽，如同见其人于眼

前。这样的歌词，不论是否流传

久远，眼下，总是能深入人心，令

人欣喜。

赵青生活照

话剧《十三角关系》剧照

赵青表演大型民族舞剧《剑》

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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