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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电影美学

评论家钟惦棐曾对我讲：“一部戏，

至少看两遍才可以发表意见。”话剧

《第 29 棵树》我只看了一遍，本不应

评价，但由于感触甚深，故在这里说

说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首先，《第 29 棵树》不是一部小

戏，而是以小见大的好戏！它反映

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华民族的精

神重塑历程。之所以好，是因为这

部戏没有意念先行，没有意念大于

形 象 。 这 正 体 现 了 中 国 艺 术 的 精

髓，其思想性消融在艺术之中并不

露 痕 迹 地 深 化 了 作 品 的 主 题 与 内

涵。思想是艺术的灵魂，止于快感

的 作 品 ，不 能 成 为 优 秀 的 艺 术 作

品。我们不要低估艺术这个门类，

不要降低它的水准与底线。艺术当

然需要娱乐，但不能止于娱乐，理应

通过快感达至受众心灵产生精神美

感。艺术学升格为一个门类，是与

工学、文学、法学等一样平起平坐的

门类，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

的独特门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

类 愈 文 明 ，把 握 世 界 的 方 式 愈 多

样。除了经济方式之外，还有政治、

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方式即审美

方式。西方哲人曾说，人有两种生

存方式：一、活着；二、存在着。《第 29

棵树》就是呼唤中华民族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有尊严地存在着”。

艺术工作者需要“有尊严地存

在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

民族的血脉，是人 民 的 精 神 家 园 。

文 化 的 作 用 是“ 引 领 风 尚 、教 育 人

民 、服 务 社 会 、推 动 发 展 ”。“ 引 领

风 尚 ”首 次 提 出 ，风 尚 顾 名 思 义 ：

风 气 、时 尚 。 而 这 里 ，风 尚就是时

代 的 主 流 文 化 。 很 多 年 前 毛 主 席

就 有 对 文 艺 发 展 的 谈 话 ：“ 在 普 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

及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这 部 话 剧 就 坚 持 了 在 普 及的

基础上引领时代的艺术鉴赏风尚。

话 剧《第 29 棵 树》的 另 一 个 价

值在于：把握住了中华民族文化价

值 取 向 的 主 旨 与 内 核 。 一 部《赵

氏 孤 儿》，从 元 曲 到 现 在的文艺作

品不断排演，表达了忠战胜奸的核

心 价 值 。 而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的 注 重

扬 善 ，与 西 方文化往往更注重救赎

不同。

当 下 ，在 亨 廷 顿“ 文 明 冲 突

论 ”的 影 响 下 ，人 与 自 然 、人 与 人

的 冲 突 加 深 了 。 费 孝 通 先 生 谈

到 ，差 不 多 一 个 世 纪 ，文 化 建 设 的

基 本 经 验 就 是 文 化 自 觉 。 而 这 部

话 剧 正 是 在 引 领 观 众 反 思 整 个 民

族的精神轨迹，真正实现了文化自

觉。“反思”这一概念是黑格尔提出

的 。 苏 格 拉 底 最 著 名 的 一 条 格 言

就是：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

的 。 看 这 部 话 剧 与 看《天 云 山 传

奇》、《牧 马 人》一 样 ，都 带 给 我 们

很多启迪。

孙家正同志曾经讲过，艺术培养

人们的悲悯之心！悲悯之心也正是

这部戏要传达出的一种浓郁的审美。

29、60、10……这几个数字构成剧

院今年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带着《第 29

棵树》循着剧院 60 年的轨迹走进了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自

豪——观众的掌声、观众的眼泪、观众

的批评以及观众对我们舞台的关注和

期望。

剧院 60 年的庆典，我们奉献给观

众的是全国巡演第一轮、全省巡演第

二 轮 、成 都演出第四轮

的由大型话剧《第 29 棵

树 》、动 静 概 念 剧 场

《Somebody·某 君》、音

乐话剧《疯在继续》、小

剧场话剧《写给爱情的

信》、大 型 魔 幻 音 乐 儿

童剧《熊猫星座》构成的演出季。我

们欣慰地看到剧院一帮“80 后”编导

演随着他们的作品成长起来，我们的

舞台因为这些年轻的身影不会寂寞，

我们的梦温暖而充实。

剧院的同仁一再敦促我有必要甚

至有责任写一篇文章给剧院 60周年的

庆典，我忐忑惶惑很长时间。在我的

心 里 ，如 果 把 剧 院 60 年 绘 制 成 一 幅

舞美设计图比《清明上河图》还饱满，

写成一部剧比《牡丹亭》还悠长，但是

我 觉 得 自 己 没 有 足 够 的 资 历 去 回

顾。那么，我写给年轻吧，写给永远年

轻的戏剧。

3 年前，我带着一帮演员去西藏边

防哨所体验军营生活，在烈士陵园几

座年轻人的墓碑前，演员的抽泣压住

了我的讲述。事后，他们告诉我，墓碑

上士兵的年龄比他们还小，他们牺牲

在海拔 5380 米的哨所，他们还那么年

轻，本可以有很多时间快乐地、有价值

地活着。年轻、快乐、有价值地活着，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体验。

我们都曾年轻，我们也曾被长辈谆

谆告诫：未来的舞台是你们的。无论我

们选择什么职业，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生

活方式，我们都是为了认定的价值而活

着。让我们的年轻具备有意义的动作，

把我们的年轻收藏进未来值得咀嚼的

回顾。所以，戏剧——真的为我们的

生命填补了许许多多的情感空间。

我 不 打 算 说 戏 剧 人 如 何 艰 辛 跋

涉，我不打算说我们的事业如何重振

辉煌，托尔斯泰说：人生本来就是沉重

的事情。无论是我 16岁背着行李卷坐

着拖拉机送戏进大山，还是若干年后

带着自己写的戏远涉英吉利海峡，我

始终都为自己的选择快乐着。其实快

乐的理由很简单，我们选择了，我们去

做了。我目睹过年过五旬的演员在

5000 多米的海拔拔掉氧气在雨夜中为

士兵演出，我亲历了长江行进的客轮

上 从 休 克 状 态 抢 救 过

来的演员继续演出，我

看见过即将成为新郎的

演员为一场演出收回发

出去的几百张请柬，我

心疼而狠心地让刚刚遭

遇了手腕严重骨折、吊

着绷带的年轻演员坚持上台演出，还有

脚踝里打着钢板在排练场的年轻导演，

因为我们无法对观众说“不能”，因为我

们不敢在前辈栽下的树荫下乘凉，因为

戏剧年轻的故事里没有馅饼。

请允许我用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

作为写给年轻的佐证，如果我必须以我

的身份来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60

周年致辞，我想说：向每一个曾经呕心

沥血的戏剧人致敬！向每一个正在登场

的戏剧人致敬！向年轻的永远致敬！

（作者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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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棵树》：以小见大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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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艺节”专刊

话剧《第 29棵树》剧照

写老百姓的戏 给老百姓看

四川人艺六十周年庆典演出季剧目

2013年刚一开年，四川人艺就拿出了一部

为纪念建院 60周年而创作的精彩现实题材大

戏《第29棵树》。我却思绪难抑，戏中反复出现

的一句台词“亲爱的，别哭，数到第 29棵树，就

是幸福”仍不绝于耳。这分明是一种隐喻，一

种暗示，它要传达给我的仿佛是：戏剧人，别哭，

走过六十载风雨路，全是幸福！

苦乐交集，人艺不易：60 年，390 部戏，演

出万余场，观众数百万，高产的创作，精湛的

演出，荣耀的记忆……

今年时逢四川人艺建院 60 周年，院领导

班子集体研究不搞庆祝仪式，不办纪念晚

会，而坚持以自创的几台现实题材大戏作为

贺寿献礼。许多人不解，其实《第 29 棵树》的

献演已经作了回答。这部戏以成都的旧城

改造为背景，写了一群城市平民在告别棚户

区的前夕，吐露了他们陈封数十年的情感记

忆（巧合的是四川人艺也面临重大的拆迁改

造）。小小的杂院蕴涵着宏大的主题——我

们几乎可以借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议来

概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作为该剧

编剧和现任院长的李亭希望用这样的院庆设

计，去延续中国话剧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基

因，弘扬四川人艺引以为豪的现实题材创作

传统；用主流文艺创作显示四川人艺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和雄厚艺术实力的品牌价值。

我常说，文化建设是社会进步的主心

骨、精气神、发动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

社会职能当然概莫能外。坚守主流文艺和

高雅艺术阵地，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族命

运，弘扬时代精神，倾情塑造、着力刻画各个

时期鲜活、生动、丰满的当代艺术形象，是 60

年来四川人艺执著的文化坚守。四川人艺

的三代文艺工作者以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始终如一地把握现实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文

艺的精神内涵，始终如一坚持人文情怀，饱

含激情，真心实意地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

共命运。他们坚持认为现实题材创作最能

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最能触及不同时

期的重大社会课题。纵观 60 年，每逢共和国

建设与发展的关键节点，四川人艺充满时代

气息的新作总会喜如及时雨，当“春”乃发

生。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已经成为四川人艺

创作的一大优势，尤其近 10 多年来，《船过三

峡》、《巴山情》、《人生天地间》、《未来组合》、

《警察》、《农民》、《草房子》、《不能忘却的阿

布洛哈》、《课本总动员》等作品，既表达了深

情，又融入了思考；特别应该提到的是，5·12

大地震带来的震撼与感动，升华了人艺剧作

家的时代情怀和创作使命感，从而也铸就了

若干真诚而厚重的精品：《未来组合 2008》、

《大川之灵》、《红叶旅途》、《燃烧的雪野》、

《第 29棵树》……

四川人艺演出的全部剧目中，超过三分

之一为自创作品，而此中的 90%都选择了现

实题材。坚持现实题材创作的难度，更多地

还体现为对作品倾向性的表达和艺术处理之

间关系的把握。照搬生活的自然主义，理胜

于情的公式主义，都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

四川人艺的剧作家在追求作品现实意义的同

时，从来就没有忘记对人物形象个性的思辨，

对真实性本质的认知，对戏剧艺术属性的坚

持和对观众喜闻乐见的尊重。剧院对创作的

重视可谓一脉相承，在历任的院长中就有 7位

是由专职或兼职的编剧担任（朱丹西、刘莲

池、栗茂章、傅仁慧、张加力、庞家声、李亭），也

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剧作家。现实题

材剧作的不断推出，也从此成就了四川人艺

的特色、影响力和生存价值，成为四川人艺始

终与时代同步并能坚毅前行的主心骨和发动

机。因此，奠定了上世纪 50 年代四川人艺跻

身全国八大剧院的崇高声誉。

时代的进步，审美的提升，传媒的多元

化，包括体制的变革，都给予了现实题材戏

剧以新的检验尺度和市场压力。面对求新

求变的形势，四川人艺的话剧创作从上世纪

末开始就有了“思想准备，策略应对，人才储

备”的战略规划。不同样式、品种、风格、视

角的创作尝试花样翻新：诗画剧、报道剧、概

念剧、魔幻剧、穿越剧、音乐剧。

成就已成过往，未来尤可期许。60 年一

路走来，为四川人艺祝福、为四川人艺全新

的轮回祝福。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今天，四川人艺又上路了。祝愿四川人艺以

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坚守、文化创

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构架、新的

管理，创作生产出更多、更优秀的舞台精品，

奉献给时代和人民。

（作者为四川省文化厅厅长）

《第 29棵树》还原了 30年前成都人的生活状态，受到全国

观众的热评，演出中，剧院收到很多留言，这些留言让演员深

受感动，现摘录部分如下：

成都人身边的好话剧，剧情丰富，人物刻画鲜明。谢谢你

们。 （成都观众）

老成都的市井记忆，布景亲切熟悉，演员基本功扎实，果

然给力。 （成都观众）

成都好人的精神史诗。 （成都观众）

像一个朋友讲述的故事，像一本放在枕边每天读两页的

书，像一篇赞美生活的散文，像一曲在田间地头欣赏的民谣，

感动了我。 （成都观众）

好戏不断，就在身边。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30 年，来

自成都市井的故事，平凡人的际遇才更动人。 （北京观众）

苍蝇馆子引发的温暖故事，30年城市变迁，充满成都特色的

话剧，看得人频频落泪，既为故事也为故事中的自己。（北京观众）

美不胜收，特别是“出人意料，情理之中”的欧亨特式的结

尾令人回味无穷。 （大连观众）

《第 29棵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撒下种子。 （西安观众）

这个话剧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日子每天都是美好的，

只要不去胡思乱想。” （武汉观众）

关于良知、关于世间真爱的故事，激起心中向善的涟漪，

很温暖。 （山西观众）

如果走到你的城市，千万不要错过。 （银川观众）

我89岁了，这些故事真实感人，就是生活的真实。（太仓观众）

没有任何一种表现形式能像话剧这样直接与观众沟通，也没

有任何一种演出方式能带给观众如此强烈的参与感。（西昌观众）

第一次看话剧，很棒的戏，值得推荐。最触动人心的往往

是最贴近生活的。 （宜宾观众）

有点回首来时路的感觉，不过还好不是每一步都走得很

孤单。 （乐山观众）

音乐话剧音乐话剧《《疯在继续疯在继续》》

话剧《第 29棵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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