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玖明（郧县县委书记）：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

源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工程，郧县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自 2009 年以来，外

迁移民 31667 人，内安移民 28817 人，为支持国

家重点工程作出了巨大奉献，从中涌现出了一

大批像剧中尹思媛一样的好干部，他们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忍辱负重，受尽委屈；还有类似

剧中江世涛一样的几代移民，像剧中何汉生一

样所谓的“刁民”，即使有再多的不舍、再多的

磨难，但为了国家行动，他们最终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远离家园。回眸移民工作，有太多的

情节叩击心扉，有太多的场面催人泪下，有太多的故事震撼灵魂，令人不堪回

首、不容懈怠、不能忘记、不能止步。

根据考证，郧阳二棚子戏源流与移民有关。自明朝成化七年形成以来，已

有 500多年的历史。明末清初，郧阳民间戏班子十分活跃，时常在街区、闹市、田

间地头搭棚唱戏。其中有两个实力最强的戏班子经常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搭

起棚子唱擂台戏。后来，这两个戏班子融合在一起，“二棚子”因此得名。二棚

子戏由弦子调（梁山调或琴子腔）、八岔腔、彩腔三大声腔组成，主要伴奏乐器是

用毛桐木和老蟾蜍皮制作而成的蛤蟆翁，乐声嗡声大，浑厚沉雄，音域宽广，余

韵弥远，独成一家。其表演常以灵活、轻快、活泼著称，便于走乡串户演出，俗中

见雅，雅中有俗，表演风格富有现实主义色彩，也利于表达现代民间生活题材。

因此，二棚子戏因贴近群众生活、表达感情真实等特点而备受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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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之—，

在道教圣山武当山侧的郧阳，

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这块神

奇的土地上曾发现距今 1.4 亿

年前的恐龙骨骼和恐龙蛋化

石，发现了距今 240 万年的“南

方古猿”，发现了距今 80 万年

至 100 万年之

前 人 类 生 息

繁衍的遗迹。

如果不是汉江和丹江之畔的位

置好、风水好、环境好，这里也不会成

为人类的宜居之地。但是，随着丹江

口水库的建立，在丹江成为亚洲第一

大人工淡水湖的同时，水位的不断提升也逐渐淹没了

许多郧阳人的美好家园。2012 年大坝加高后，丹江口

水库水域面积达到 1022.75 平方公里，蓄水量达 290.5

亿立方米。今年秋后，水库将向河南、河北、北京、天

津 4个省市沿线地区的 20多座严重缺水城市提供最优

质的国家一级水源。

北方缺水，丹江口支援，滴水之恩，涌泉之德，这大

道理谁都懂得。但是，当好多郧阳原住民已经先后经历

了两三次移民遭遇后，当建房、毁房、背井离乡的事件一

再上演之后，老百姓还能乖乖听命吗？

该 剧 最 感 人 的 地 方 是 真 实 的 剧 情 与 质 朴 的 表

演。20 年前搬迁到此的汉江村父老乡亲们，新的土地

刚刚盘活，对于环境的感情刚刚深厚起来，当家做主

开沙场的致富新路才走上正轨，就又被迫离开新故

土，远走到茫然他乡，这个字谁愿意

签，一声走谁愿意抬步？

作为即将享用来自湖北老家水

源的北京市民之一，我对郧阳十堰地

区的丹江口移民心怀敬意，对家乡艺

术家们深表敬重。他们将如此纠结

但又如此崇高的凛然大义，体现得如

此真实而亲切，如此朴素而又动人情肠，令我感同身

受。我打小时候起，就听到长辈们关于亲手修建丹江

水库的故事，当时只是十分向往但却不甚了然；如今

到了十堰，看了一些材料，确实是深刻地获得了对于

家乡父老和二棚子戏的双重感动。

（作 者 为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戏 文 系 主 任 ，中 国 戏 剧

文学学会副会长）

二棚子戏《我的汉水家园》仿佛一首雄

浑壮美的移民交响诗，荡气回肠。

首先，编剧等主创人员深入现实生

活，体验生活，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南水

北调”工程丹江口移民的大量生活素材，

加以提炼升华，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

实，把生活原型转化为戏曲舞台艺术形

象。在创作中遵循戏曲艺术规律，重在写

情，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样，不仅仅浮

现在讲故事、表扬好人好事的浅层面，而

是深入发掘艺术形象内涵与闪光之处，洞

悉人生，直指人物心灵深处，因此，剧中人

物的表现合情合理，在移民们饱含对故土

眷恋的浓浓乡愁和浓烈乡情泪眼之中，我

看到和体会到这一特殊人群为共和国的

发展作出了巨大奉献。这种艰难抉择中

的自我担当和

默 默 行 动 ，深

深 地 震 撼 了

我 ，真 可 谓 动

人心弦。

其次，戏剧

故事结构合理，

剧中人物关系

清晰，人物性格

特征鲜明，尤其是女主人公尹思媛的形象

光彩照人。这位基层的乡镇女干部，为了

社会发展及南水北调的全局，忠于职守，

作出了巨大牺牲。剧中尹思媛的扮演者

王丹，演出了女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和艰难

过程，展现了这一艺术形象的独特之点和

可贵之处，颇具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

第三，此剧导演以朴实无华的艺术手

法，写意为主，写实为辅，使全剧叙事流

畅，重点场次集中表现。

第四，此剧的作曲，把戏曲二棚子戏

的唱腔与创作的《天蓝蓝水蓝蓝》及《大中

国》的音乐旋律有机融合。主旋律突出，

音乐形象鲜活，地方戏曲唱段韵味十足，

优美动听。剧中不仅女主人公的唱段婉

转激越，而且作为智慧老人——爷爷的自

拉自唱，独具风韵，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第五，此剧的舞美，写意灵动，不仅确

保了戏曲舞台表演空间的空灵，而且以简

洁的手法，点染了剧中人物活动的特殊环

境。那天幕上波光粼粼的汉水，沙滩岸滨

几处摇曳的芦苇，烘云托月地推出人物的

唱念做舞，令人赏心悦目。

总而言之，此剧形象鲜活、情节生动、

感人至深，是近些年表现移民题材的优秀

之作，值得总结推广。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梅

兰芳纪念馆馆长）

“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恩他们的壮举”
——郧阳二棚子戏《我的汉水家园》北京演出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

在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方片）优秀剧目展演中，湖北省郧县带来的郧阳二棚子戏《我的汉水家园》于 6月 10日至 11日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上演。最后一幕结束，全场起立，为跌宕起伏的剧情鼓与呼，为郧县干部和群众的奉献精神赞与叹，掌声经久不息。

作为北方片展演赴京演出的 25 个剧目中唯一由县级剧团创作演出的剧目，《我的汉水家园》以郧县移民外迁故事为背景，以

鄂西北地方戏曲郧阳二棚子戏为表演唱腔，讲述了年轻的副镇长尹思媛作为包片移民工作组组长，劝说娘家人、婆家人外迁的故

事，展现了汉江儿女舍小家、顾大家的爱国精神。全剧共分 6 个章节，以家国情怀、儿女情长贯穿全剧，辅以音乐、道具、服装烘托

剧情，既有楚剧的凄婉又有汉腔的激荡，既有豫剧的悠扬又有秦腔的悲凉，移民故事与现场氛围浑然一体，使得这部用小戏表现

的移民大剧更加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戏剧冲突，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郧阳二棚子戏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省级稀有剧种，因其独特的声腔、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地方戏

曲风格而著称。在创作《我的汉水家园》过程中，湖北省郧阳艺术团汇集了大批实力派的主创人员，邀请国家一级编剧、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胡应明担任编剧，湖北省著名导演王国胜、郭蔡雪执导，国家一级作曲李道国担任作曲，“五个一工程”奖

获得者李大庆担任唱腔设计，周伟忠担任舞美设计，王丹、孟开平、崔英杰、申鹿童等著名演员担任主演。

6 月 11 日，《我的汉水家园》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嘉宾、专家、学者从该剧的剧情、人物形象塑造、舞台呈现以及深远

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就该剧题材的独到、故事的冲突以及情节的悲壮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一致评价，《我的

汉水家园》演出令人动容，引人深思。

郧县县委书记胡玖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建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菊，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天军，副县长陈茹，县

政协副主席吴忠恒等也出席研讨会，胡玖明为研讨会致辞。

胡应明（《我 的

汉水家园》编剧）：

移民搬迁的题材

并不好写，移民问题

的 核 心 是“ 做 工 作 ”

“讲道理”，而这样的

剧情一不留神容易使

其变得标语化、口号

化、概念化。怎样既

能揭示其深层次内涵

又让剧情足够精彩、

赢得观众共鸣，这是一个难题。通过深入采访移民对

象和负责移民工作的干部，我有两点感触：站在移民

的角度，除了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故土难离、亲

情难舍、根脉难断的沉重情感；站在移民干部的角度，

从县级到乡镇，几乎所有负责过移民工作的干部都用

过一个词——不堪回首。工作难做、受委屈是普遍现

象。但更深层次地讲，移民干部和移民对象情感上存

在丝丝缕缕的紧密联系，因为这是大家的家园，与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移民的痛也是移民干部的痛。这

些让我深深为之震撼。我想尽力表达出这其中蕴含

的深沉，在舞台上展现一个相对真实的郧阳二棚子戏

《我的汉水家园》。

姚欣（原文化部艺术局

副局长、巡视员，中国戏曲现

代戏研究会会长）：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

50 多年的老市民，首先要感

谢郧县人民对南水北调作出

的巨大贡献，我敬佩他们的

奉献精神。这些年也有很多

写 移 民 搬 迁 的 戏 ，而 这 部

《我的汉水家园》在其中是

较为出色的。它成功地塑

造了像女副镇长尹思媛、搬迁“钉子户”何汉生等一系列生

动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体现移民工作的艰难，体现

库区人民浓浓的乡情、乡愁与割不断的故土之情。矛盾冲

突中又能体现出他们的勇敢担当、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

戏一开始，女副镇长受到大家的“围攻”。她的遭遇是

几乎所有移民干部都遇到过的。戏以情动人，让不同城市

的观众都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搬迁移民的辛酸与血泪。

从离别故土时天蓝水蓝的浓浓乡情转到“水向北、滋润大

中华”的高潮，这个戏并不是泛泛地讲大道理，而是让不同

城市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这份细腻的情感。剧本还可以继

续打磨，高潮可以再进一步推进。我也坚信，这出戏可以

获得更多褒奖和荣誉。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

博士生导师）：

古今中外有很多移民工程，我们

耳熟能详的明朝大规模人口迁徙造

就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现如今的黄

河三门峡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以及南

水北调工程在移民的过程中也造就

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些都为戏剧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其中所折射

出的关于人性、情感的思考，一直以

来也为剧本创作提供了精神内核。

关于如何写移民题材，《我的汉

水家园》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编剧、导演都匠心独运。剧中，老爷爷

在江边唱二棚子戏，这出“戏中戏”让人印象深刻，而所唱内容涉及

关于杨家将的故事，实际上是为了烘托主人公的精神和暗示最后的

悲壮结局。坟山拜寿一场还可以再精彩些，着力去加快节奏、加强

冲突，会给观众带来更多内心的震撼。而导演、灯光师关于布景、氛

围的处理也恰到好处，更加凸显了夜间搬迁那种对故土难舍难离的

凄婉悲壮感。该剧很有教育意义，一个县级剧团能把戏做成这样，

很不简单。

王安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戏曲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部歌颂人民的戏，表现郧

阳人民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全国人民

的 利 益 而 作 出 奉 献 和 牺 牲 的 好 戏 。

在以往的戏剧作品中，表现革命老区

人民作贡献的有很多。而在今天，其

实还是有一部分人民仍继续坚持发

扬革命年代的精神，为了集体利益而

牺牲小家的利益，这值得弘扬，也应

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对于这部戏，不能按照对待一般的作品来看待。它具有纪实性，

但它并没有停留在报告文学这样的文字层面，而是借用戏曲把它艺术

化，上升至艺术层面。剧情环环相扣、逐步推动，不在于具体表现矛盾

本身，而是重在表现人的情感。戏中，对女主人公流产这一细节的设

置，处理得很大胆，却也绝对真实，从而使得整个戏有种悲剧的意蕴。

对于探索新时代的戏剧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次大胆尝试，并积累了

经验。而剧中关于郧县人民三次搬迁，各有各的理由，迁徙已经融进

了每个人的命运中。建议把对这种大背景的交代用台词或是唱段再

做一些细致的铺垫，那就更完美了。

梅洁（著名作

家）：

郧 阳 是 我 的

故土，自从 15 岁时

我离开家乡，多年

来 回 忆 最 多 的 不

是恬静的村落，也

不是秀丽的风光，

而是一份沉重，是

泪水。沉重的迁徙历史中，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上

千座村落的沉没、不断地迁徙，想起这一幕幕便让我

揪心不已。这部戏代表着故乡的“移民精神”，表达着

大迁徙中故乡的真实生活和壮美人情。

艺术就是要让老百姓看明白、读懂，这样从内心

受到感动，从而感同身受。如果说要用一种恰当的艺

术形式去完美诠释这里的故事，除了土生土长的二棚

子戏别无其他。这部戏就是为了让所有不了解移民

人群的观众重新拥有一次真实的认识和感同身受的

体验。戏中唱到“死的都是我们杨家兵，再死一个又

如何”何其悲壮！

王亚勋（中国

评剧院院长）：

小团演大戏、

小家顾大家，这是

我观看了《我的汉

水家园》之后最深

的感触。这个剧团

人数不算多，郧阳

二棚子戏在地方也

并非大剧种，但演

出效果精良而老练。剧中体现的这种“为大家而舍

小家”的朴实动人情怀值得敬佩。该剧有两层内

涵：第一层体现在“天蓝蓝、水蓝蓝”的淳朴民风和

该地区沧桑的历史厚重感，非常有地域特色，且表

达的是迁徙者的乡情、亲情以及对家园的渴望和不

舍之情；第二层体现在宏大的主题“我们都有一个

家，名字叫中国”。为了成就大家园的圆满而牺牲

个人的安定生活，是对这种奉献精神的赞美。该剧

曲式的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朴实的曲风和接地气的

对白，使得剧情丰富而贴近生活。

吴乾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看后有三感：感恩、感动与感谢。在北京看这个戏，能

深切地感觉到南水北调的不易，我们是受益者，这将我们与

远在湖北背井离乡的移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怀着深深

的敬意，我感恩于他们的壮举。《我的汉水家园》中“我的”二

字体现的是浓浓的乡情和深深的不舍，这种对家的“被动放

弃”也让我们揪心。该剧对干部形象的刻画也很深刻，干部

首先来源于群众，她的对立面不仅是她的乡亲们，甚至包括

她的家人，这种“孤独”更显其朴素的壮志。现实中，如果没

有这样的干部，就不会有“想通了”的群众，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也就不会如此顺畅。

剧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船上，女主人公和钉子户之间的一段划船戏，篙是一个方向，

桨却滑向另一个方向，从这些细节形象而艺术化的处理及其精准把握，可以看出导演、编

剧的出色水平。搬迁是一个敏感话题，它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感谢有

这样一出好戏让大家感受到如此宏大的正能量。

赓续华（《中国戏剧》杂志主编）：

这出戏的题材非常接地气，也能给观众带来心灵

的震撼和感动。对于像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这样的大工

程我们暂不能去评定其功过，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为

了这些工程而作出重大牺牲的群众和干部。搬迁触

及到群众的敏感神经，在人民朴素的意识中，家是他

们的根，让其搬迁就像是动了群众内心深处死死坚守

的最后底线，这是一种连根拔起的巨大扯痛。这其间

上演的悲欢离合多是无奈而让人悲悯的。而干部们

的使命让他们必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不得不忍受

着无奈甚至屈辱。

剧情仍可以在力度上进一步加强，导演在细节上的处理独到，也能抓住当下

一些时代话题，像农村人进城务工等，而像网恋、约会等时尚情节的加入也使得整

部剧亲切而真实。我希望《我的汉水家园》影响力能越来越大。

安志强（《中国戏剧》杂志原副主编）：

情节发展推动戏剧矛盾，无奈的情绪在剧

中流动、扩散。面对冰冷的搬迁硬指标，干部

们内心是纠结的，他们一边要站在国家的立场

去完成任务，而另一面又深深地理解群众并为

之愧痛，搬迁的结果是容不得商量的，但方式必

须是柔软的。正如剧中的女主人公，重如大山

的任务和使命压在她肩头，面对群众的“围攻”，

她只能选择忍耐和通过各种方式去化解。不能

忘记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戏曲艺术的表现更

加凸显了这份无奈感。可以看出整个创作团队

下了很大功夫。剧团很努力，希望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够层出不穷。地方剧种结

合地方特色故事表达深沉主题的好剧，是当今戏剧界所需要的。

袁松龄（国务院

南 水 北 调 办 公 室 移

民司司长）：

感谢《我的汉水

家 园》的 创 作 团 队 ，

作 为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的工作者，我虽不懂

艺 术 ，但 看 了 以 后 ，

也 深 深 地 感 动 于 它

的壮美和深刻，工作

中 的 一 幕 幕 也 随 着

剧 情 的 演 进 浮 现 在

脑海。从小浪底工程到南水北调工程，我从一个

个国家大项目的统筹工作中感受到了库区搬迁群

众的无奈和感伤，而我们的干部在他们的具体工

作中，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既要把国家利益放在

第一位，又要切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握好他

们的情绪，难度可想而知。所有的冲突他们必须

忍受，就如剧中的主人公，受尽委屈也要把工作落

实。这个故事的素材是真实的，只是通过艺术手

法把它升华。饮水思源，我们每个人在珍惜水源

的同时，应该想到那些为了这项工程而付出甚至

倾其所有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向他们致敬！

（专家座谈会发言由薛帅整理，本版图片由郧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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