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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

和山西演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山西省

晋剧院推出的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

（编剧梁波，导演石玉昆），成功地塑造

了刚毅正直、不畏强悍的元代清官姚天

福的艺术形象，感动了观众，也受到专

家的好评。

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编剧的出

新，它突破此前清官戏的创作模式，为

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

前出现的清官形象相比，姚天福这一形

象的艺术价值就在于，他不仅要承受来

自官场的政治压力，而且还要突破来自

家庭、亲情的羁绊。在他身上承载着比

历史上描写的清官更复杂的文化内涵，

这一点正是编剧在塑造姚天福形象过

程中的艺术突破。

在描写清官形象的历史剧中，包公

形象是人们历来称道的一位刚正不阿的

历史人物。但姚天福与包公不同。包公

在宋朝是一位重臣，手中握有生杀大权，

且可以先斩后奏朝廷。而姚天福在元朝

只是一个监察御史，其职责是查办大案，

对案件却没有处置的权力。因此他要为

民除害、为朝廷铲除奸佞，无疑比包公要

困难得多。因此，《巴尔思御史》在塑造

姚天福这样一位清官人物形象方面显示

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与描写方法。比

如在描写姚天福的形象、刻画他的性格、

开掘他的心理情感方面就有着新颖的结

构故事的方法。即通过对元代官场大环

境的描写，对亲情与家事的描述，揭示出

姚天福想为民办事为朝廷立功的种种羁

绊和内心困惑，为深入开掘姚天福内心

复杂情感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姚天福所处的元代社会和官场

的大环境来说，是不利于他这位监察御

史施展抱负的。一是阿合马的权力过

大，又深得皇帝的宠信。阿合马身为宰

相，统领群臣，在他的周围有着密密匝匝

的关系网，令人感到畏惧。而在当时社

会统治阶层中，也形成了一种官官相护，

互相推诿，趋炎附势，对权奸阿合马逢迎

拍马，卑躬献媚，投帖送礼的恶劣风气。

像手握重权的御史中丞韩大人，明知阿

合马的种种罪行，却明哲保身，“既想打

蛇又不被蛇伤”，不愿自己出头，而以“圆

滑”之术应付。这些无疑都给姚天福“为

公正为民众为朝廷”、查办阿合马罪行的

行动增加了困难。二是亲情的阻碍，给

姚天福的内心造成极大的压力。妻子杨

氏劝他，“莫再与皇亲国戚贵胄宠臣结怨

怼，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谓之种祸、招是

非”。儿子祖舜求他，“父亲不必忒得执

拗认真，与宰相大人还是和好为上”“求

父亲成全孩儿的好前程”。连纯真的小

小也斥责姚天福对娘无礼。这一切都阻

碍了姚天福查处权奸行动的顺利进行，

使他置身于公与私的情感漩涡之中，感

到无比的矛盾与困惑。他要实现自己

“为民为朝廷”的理想，不仅要敢于反抗

强权的威胁，还要突破亲人们对他的情

感束缚。包公办案所顾虑的是来自权贵

们的压力，姚天福则要承受来自权贵和

家庭两方面的压力，而来自家庭的压力

更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是秦长娟

之死的激励，才使得姚天福经过一番激

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下定了以死与阿

合马相抗争的决心。至此，一位“不愧

心、不谋禄、不畏强梁，做一天御史惩一

天恶”的崭新的清官形象“立”在了舞台

上，也“活”在了观众心中。

该剧演出的成功，是导演、演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编剧梁波描写姚天福

这样一个清官，其巧妙之处就在于没有

正面描写他查处案件的细节，而是把笔

墨重点放在如何处置案件的过程，这就

给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留出了余地，同时

也给导演的舞台创作和演员的表演提

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导演石玉昆充

分发挥舞台创作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

刻画人物，深入开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

感，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具有丰富情

感却又矢志不移的清官形象。演员的

表演很好地突出了人物性格，演唱声情

并茂，唱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如季建清

扮演的姚天福就最为突出。当姚天福

听说“秦长卿陷囹圄沉冤深重”，他压抑

不住内心的怒火，连夜赶回京城面见君

王、辩明是非。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满

地荆棘和陷阱。先是在丛林中遭阿合

马指派的刺客暗杀，多亏秦长娟相救才

化险为夷。其次是御史中丞韩大人的

搪塞推脱、避重就轻，不啻在姚天福的

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他查办阿合马一

案的热情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他看清了

那些当权者的“为官之道”——“为官者

自怜自爱自享乐，居要职握权柄巧取苟

得。进有术退有方揽功推过，众百姓满

腹怨徒叹奈何。”但姚天福并没有因此

而动摇自己的信念，“韩大人善谋略我

难望向背，为朝廷为百姓纵受其害不堪

悲。”但是，当面对来自家庭亲情的阻力

时姚天福真正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困

惑。剧中最感人的一场戏是姚天福面

对妻子的劝、儿子祖舜的求与讥刺时，

演员那激情的演唱。姚天福身为监察

御史，一身正气，敢斗权奸，但他的行为

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

姚天福真是心如刀绞，陷入了职责与亲

情的冲突境地，满腔仇恨没有喷发的出

口。只见他浑身颤抖、心肺俱裂，仰天

长啸“天啊”，抓起砚台本想砸祖顺，被

妻子阻拦，却悲愤地砸向了自己的头。

随后引出大段唱腔——“胸如汤火、心

焉如割、怨结难解、悲慨难脱、愁千万、

泪成河、思绪如麻尤自责，拊膺顿足仰天

叹，锥心泣血凭谁说！扪心问悖逆的事

儿从不做，却为何命运多舛事多磨。”季

建清的演唱激情四射、满含悲愤，唱出了

人物内心的矛盾、困惑与纠结，塑造了

一个血肉丰满的姚天福的艺术形象。

此外，刘建平扮演的姚天福妻子杨

氏，苗洁扮演的秦长娟，演出了人物庄重、

大气的性格与凛然正气的气质。樊旭强

扮演的祖舜和雷永鹏扮演的小小，也演

活了人物的个性。祖舜与小小是一组性

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值得今天的人们

思考的两面镜子。祖舜是一个没有自

信、依靠权贵出人头地的“聪明”人，姚天

福骂他“如蝇附膻不知臭”，仰人鼻息，傍

人门楣，“是个无有脊梁的可怜虫”。而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反而埋怨父

亲“不恋家眷、不顾利害、不晓情理”。父

子俩终至分道扬镳。祖舜这个人物设

计，有着作者对现实的细心观察，也包含

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与祖舜

不同，小小是一个纯洁、真诚、敢说敢做、

知错就改的人，作者把他写成一个“痴

呆 者 ”，是 有 着 自 己的信念寓意其中

的。郭学富扮演的门官，则把一个趋炎

附势、逢迎拍马的小人物演得幽默风趣

活灵活现，从中亦透露出作者的一种文

化批判意识。以上这些都丰富了该剧

作为一部历史剧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剧情

简介:据史料记载，位于山西省南部

绛州曾走出一位威震一时却又鲜为

人知的岳岳之公——姚天福。他一

生胸怀坦荡，体恤黎民，刚正不阿，

嫉恶如仇。其事迹可与宋代包拯媲

美。从元世祖至元五年擢任御史台

监察御史后，每折权臣，帝嘉其直，

故赐名“巴尔思”，谓其不畏强悍，犹

虎也。《巴尔思御史》通过姚天福排

除重重障碍，上书弹劾当朝宰相阿

合马罪状的抉择过程，体现了其不

徇私情，不图虚名，不畏权势，不屈

不挠的坚强意志与高尚品格。

富 有 50 余 年 辉 煌 历 史 的 山 西 省

晋 剧 院 最 近 成 功 创 作 上 演 了 以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至 元 年 间 监 察 御 史 姚 天 福

事迹为题材的历史剧《巴尔思御史》，

得到观众的赞誉和专家学者的认可。

姚天福（公元 1229 年—1302 年），

字君祥，山西稷山县南阳村人。幼读

史 书 ，通 明 大 义 。 青 年 时 ，以 过 人 才

学被征召为怀仁县丞。至元五年（公

元 1268 年），经代州太守杨阔阔举荐

为 御 史 台 狱 丞 。 至 元 十 一 年（公 元

1274 年），升 任 监 察 御 史 。 姚 天 福 任

职 期 间 刚 毅 正 直 ，不 畏 强 权 ，多 次 奏

揭皇亲国戚的罪行，颇得元世祖忽必

烈欣赏。一日，姚天福劾奏宰相阿合

马不法行径，殿上群臣顿感震惊。忽

必烈即召阿合马对质，姚天福当殿列

其罪状，才念三条，忽必烈就说：“就

此三条，已够斩首，何奈别余？”便当

众赐天福为“巴尔思”。“巴尔思”为蒙

古 语“ 老 虎 ”之 意 。 忽 必 烈 将 姚 天 福

称为巴尔思，除了赞扬其不畏权贵的

精神外，还有以姚天福这样一个老虎

御 史 震 慑 贪 官 污 吏 的 意 思 。 姚 天 福

曾 作 过 淮 西 道 按 察 使 、山 北 道 按 察

使 、平 阳 总 管 、刑 部 尚 书 、扬 州 路 总

管、真定路总管、参知政事、大都路总

管兼大兴府尹等要职。所到之处，兴

利 除 弊 ，深 得 朝 廷 信 任 和 百 姓 爱 戴 。

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正月，姚天福

病逝大都，享年 73 岁。朝廷赠授其正

奉 大 夫 ，追 封 平 郡 公 ，谥 号 忠 肃 。 元

统元年（公元 1333 年）三月，惠宗又为

天福树神道碑一通，高 4 米，重 10 吨，

诏命翰林学士虞集撰文，刻写天福事

迹 五 千 言 于 碑 上 。 此 碑 现 存 于 稷 山

博物馆。《元史·姚天福传》称其事迹

可与宋代包拯媲美。《新元史》卷一百

八十四·列传第八十一亦称：“汉之汲

黯，宋之包拯，元之姚天福，所谓邦之

司直者也。”但因种种原因，姚天福的

影响远不如包拯。

山西省晋剧院的艺术家将姚天福

的事迹搬上戏曲舞台，既具有历史、现

实胆识，又具有艺术慧眼。姚天福是

元代反腐倡廉的清官，为元初的吏治

做出杰出贡献，其人其事可歌可颂；腐

败 成 为 我 国 现 阶 段 社 会 发 展 的 绊 脚

石，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反腐倡廉

提供历史的借鉴，是文艺工作者的责

任；以山西代表性剧种创作演出本地

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戏剧，具有天时、地

理、人和之优势。著名的剧作家梁波

先生深知历史剧三昧，很巧妙处理了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他没有

按照姚天福的生平事迹结构剧情，而

是依据姚天福刚正不阿的性格，围绕

弹劾当朝宰相阿合马引发的姚天福与

其子祖舜、其妻杨氏、其未过门的儿媳

秦长娟、其顶头上司韩中丞的门官之

间的矛盾纠葛展开剧情，把揭示人物

的内心世界作为全剧的重点，成功地

塑造出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舞

台艺术形象，充分显示了戏曲以歌舞

演故事、长于抒情、善于写意的艺术特

点。剧中的人物，除了姚天福之外，其

他人物如他的夫人、两个儿子、未过门

的儿媳、韩府门官等都是作者虚构的，

然而他（她）们作为姚天福弹劾阿合马

过程中最接近、最密切、最能展示姚天

福心灵的人物，不仅衬托出姚天福不

畏强权、刚正不屈的性格，而且各具性

格 特 点 ，如 秦 长 娟 的 刚 烈 、祖 舜 的 势

利 、杨 夫 人 的 柔 弱 、韩 府 门 官 的 诙 谐

等，均在戏中得到很好的展现。作为

姚天福的对手——阿合马虽然没有出

场，但通过暗杀姚天福的打手之狠毒、

祖舜对他的依附、韩中丞对他的畏惧，

使观众处处感觉到他的存在。韩中丞

也没有出场，但观众依然可以通过他

家的门官传达出他圆滑的性格。剧作

家要让观众看到的不是姚天福弹劾阿

合马的故事，而是在观赏弹劾阿合马

事件背景下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

人物的特写，这是此剧能成功立在戏

曲舞台上的深厚文学基础。

晋 剧《巴 尔 思 御 史》的 二 度 创 作

也 是 比 较 成 功 的 。 导 演 石 玉 昆 先

生 对 全 剧 清 雅 意 境 的 把 握 ；音 乐 设

计 刘 和 仁 先 生 对 晋 剧 韵 味 的 咂 摸 ；

舞 美 设 计 赵 国 良 先 生 对 人 物 和 剧

情 的 烘 托 等 各 尽 其职，体现了“一棵

菜”的精神。剧中的人物，有须生李建

清扮演的姚天福、小生樊旭强扮演的

祖舜、娃娃生雷永鹏扮演的小小、刀马

旦苗洁扮演的秦长娟、青衣刘建平扮

演的杨夫人、花脸金小毅扮演的欧阳

坤、丑角郭学富扮演的门官等，行当齐

全，人才济济，充分展示了山西省晋剧

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

剧核心传承单位强大的演出阵容。李

建清扮相儒雅，嗓音洪亮，具有丁（果

仙）派 吐 字 清 晰 、韵 味 醇 厚 的 演 唱 风

格；刘建平扮相清秀，嗓音甜美，具有

婉转柔美的演唱风格；刀马旦苗洁扮

相俊美，出手敏捷，动作利落，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各展其才，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特长，为此剧的

成功上演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作为一部成功上演的原创剧目，

可 喜 可 贺 。 然 而 ，以 更 高 的 标 准 看 ，

我 觉 着 在 舞 美 上 还 有 可 改 进 的 地

方 。 如 第 一 场 姚 天 福 回 京 途 中 马 车

的舞台装置，显得有些累赘。坐在车

上的姚天福、欧阳坤的表演与卫队士

兵的马舞表演不统一，破坏了戏曲以

演 员 的 歌 舞 表 演 反 映 时 空 转 换 的 意

境 。 戏 曲 舞 台 装 置 的 目 的 和 出 发 点

是辅助演员表演，而不是营造一个生

活 的 真 实 空 间 。 这 是 目 前 许 多 新 编

剧目常犯的问题，希望在以后的演出

中能得到改进。

清新亮丽，意境高远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山西省晋剧院经过精心打造推

出劾治腐败鼎力弘扬廉政精神的

新创大型晋剧《巴尔思御史》之后，

引起很大轰动，得到交口称赞。一

出晋剧，上演伊始，就弄出这么大

的动静，缘由何在？

《巴尔思御史》从多个层面展示

了山西绛州人姚天福为官执法严明、

不畏权贵、刚毅正直、清正廉洁的浩

然正气。熟悉元史的大都知道，姚

天福的威望和功绩足以与包拯、海

瑞、于成龙等人相媲美，以山西人姚

天福为原型，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以耳目一

新的人物形象和廉政为民的公仆精

神，用山西代表剧种晋剧的艺术形

式塑造一代清官，“亮剑”后受到广

大戏迷观众热捧毫不让人意外。

用现在的词语来称呼，姚天福就

应该叫做“反腐名臣”。姚天福是我国

元代著名政治家，一生清正廉洁，刚正

不阿，执法如山，以反腐著称。巴尔

思”表彰杨天福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的

老虎精神，并以物重赏。而对于赏赐之

物，姚天福坚辞不受：“臣职居纠弹，惟负

爵禄是惧，敢贪厚赏以重臣罪。”看到这

里，我们也许多少悟出了此剧以《巴尔

思御史》命名的匠心之所在。

姚天福不仅平反昭雪了大量冤

假错案，而且对造成此类案件的昏聩

无能的庸官也进行了铁腕整治。诸

如乐城县吏草菅人命案、三河县古铜

印案、武平县刘成暴死、遵化县五具

冤尸案，对这些疑案的审理，反映了

姚天福久经按察事故，熟谙御史之

责，洞察细微，决断明识，料事如神。

姚天福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及时上

言忽必烈，纠正了御史台设两位大夫

的弊端并改正了撤销各道按察司的

错误之举。

应当说，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期

待问世的一部好戏，现在的上演版

戏长两个半小时，但是观众自始自

终看得很投入，很着迷。从专业角

度看，这个剧编得很好，凸现出编剧

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深刻的思想内

涵，剧本的用词用句非常到位，故事

情节曲折跌宕，环环紧扣，耳浸目

染，寓教于史，在教育人的同时感染

人，在感染人的同时教育人！此外，

还应当特别指出，该剧本题材好、

角度妙、结构顺、手法高，立意深刻

高远，人物塑造鲜明生动，戏份充

盈十足。在舞美、灯光、服装等方

方 面 面 ，都 有 许 多 新 的 进 步 与 展

示，剧中的演员平均年龄在 30 岁

左右，少壮派挑起了扛鼎之作，真

正是新竹高千尺，可喜又可贺！

当演出在扣人心旋弦的节奏中

进行，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观众不

禁要问：在一个元蒙统治的王朝，汉

族出身的姚天福，面对“权、奸、强、

酷之吏”，何以能“发奸邪之机而夺

其魄，摧强暴之锋而坏其势”呢？除

了剧情提供的答案之外，在山西稷

山马村青龙寺博物馆，高高耸立着

一座古碑，它不仅记载着碑主生平

业绩，同时也不失为今人尤其是司

法干部借鉴的一面铜镜。这座碑的

主人公就是姚天福。此碑身高 280

厘米、宽 144 厘米、厚 50 厘米，四面

严严实实刻着 4884 个楷书阴字碑

文，为元代书法家虞集所书，读后令

人肃然起敬。碑文中揭示姚天福任

职40余年间，“摧强扶弱，理冤肃化，

所劾治的皆是权奸强酷之吏”的三

个原因乃是：其一，元世祖的信任和

重用。忽必烈除赐“巴尔思”美誉

外，多次称他是本朝的“魏征”，并

曰：“谁敢违犯太祖成训，御史你尽

管打击，切勿放纵！”其二，家庭熏

陶和影响。杨天福母亲屡屡教育

其要“公而忘私”，为尽御史之责，

虽死而无憾！姚天福的母亲赵氏

非常贤良，有一次姚天福办事路过

家门，其母告诫说：“古称公而忘

私，委质为臣，当罄所衷以塞其职，

勿以未忘人为恤。俾吾追纵陵，母

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杨天福也对

至亲说：“监察责当言路有犯无隐，

苟获谴乞，不为亲累”。有人把此

话传至皇帝，世祖感叹曰：“巴尔思

母子虽生今世，其义烈之言当于古

人中求之。”其三，正法正己，无私

无畏。杨天福一生为官清廉，两袖

清风。自奏揭阿合马后，阿合马视

杨天福久在监察院终是祸患，便乘

世祖巡幸上郡大臣随驾北上的半

路，突派兵马司率骑兵将杨天福捆

绑至元大都（北京），原想抄家搜其

财宝，以贪处之，谁料想只搜出区

区几升谷米。杨天福斥：“宰相无

旨详查御史，岂想造反！”阿合马慌

忙释绑，俯首赔罪。

再看剧中主演的姚天福形象，

造型丰腴，刻画细致，一招一式，都

兼具晋剧特有的“范儿”。整个剧的

唱腔设计优美，自然流畅，悦耳动

听，将晋剧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

美、亲切、道白清晰的特点都完整地

呈现出来，剧中唱腔和表演不仅具

有梆子腔激越、粗犷的特点，而且具

有圆润和工细的独特风格。以这种

粗犷与细腻巧妙结合的艺术形式来

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亦是《巴

尔思御史》赢得众多观众喜爱的最

直接因素之一。笔者在演出现场观

察到，演员以优美婉转的唱腔、华丽

光鲜的行头，获得现场广大戏迷观

众的满堂喝彩。简言之，从编剧、导

演、作曲、舞美、武打设计等主创人

员，再到多位表演艺术家的极富魅

力的演绎，《巴尔思御史》是一出文

武兼备的硬功戏，可以说是精心打

造，精英荟萃，精彩纷呈，精神高扬！

弘扬劾治腐败的文化精神
王晋军（作家、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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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廉 吏 形 象 的 新 突 破
—试析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的艺术价值

刘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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