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5月27日 星期三
3

本版责编 连晓芳剧 目

“贪官污吏不惩办，平头百姓活命

难，不能为民鸣屈冤，我还当的什么官，

陈蕃宁舍一身剐，执行国法惩巨贪……”

5 月 15 日至 17 日，应中国剧协之邀，河

南省驻马店市演艺中心（原驻马店市豫

剧团）推出的大型新编历史剧《陈蕃》在

北京长安大戏院成功上演。该剧以精

深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呈现深深

打动了北京观众，掌声、叫好声此起彼

伏，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团方不

得不在原定两场的基础上加演一场，以

满足观众的强烈要求。

《陈蕃》由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剧作

家陈涌泉领衔创作，国家一级导演、河

南豫剧院艺术发展部主任张平领衔导

演，与当地编导周明理、吴传林、王晓更

合作，国家二级演员张淑慧领衔主演，

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

体的优秀剧目。该剧根据驻马店平舆

籍东汉廉吏陈蕃生平事迹创作而成，着

力表现了陈蕃爱民、亲民、为民的情怀，

讴歌了他勇于担当、不畏权贵、冒死进

谏、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和忠清直亮的

高尚节操，鞭挞了东汉末年宦官乱政、

官员贪腐、百姓受难的黑暗现实，深刻

地揭示了腐败将导致政息人亡的历史

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

实意义。

《陈蕃》生旦净丑形神俱美，唱念做

打精彩纷呈，豫剧要素完备，剧种特色

鲜明，尽显豫风豫韵。舞台上引人入胜

的故事、紧张激烈的冲突、鲜活饱满的

人物、激情澎湃的表演、酣畅淋漓的唱

段感动了现场观众，台下不时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演出结束后，很多

观众感慨，这不仅是一场廉政大戏和艺

术盛宴，还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和洗礼。

大家纷纷表示，《陈蕃》这样的力作以艺

术化的手法告诉世人，反腐倡廉是民心

所向和大势所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克

服一切困难，奏响时代强音。

5 月 17 日上午，新编历史豫剧《陈

蕃》进京演出研讨会在中国文联五楼会

议室举行。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文化部政策

法规司原司长、著名戏剧评论家康式

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

长、著名戏剧评论家王安葵，中国剧协

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中国

戏剧》原主编姜志涛，《剧本》主编黎继

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剧

本》原主编温大勇，《新剧本》执行主编林

蔚然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所欲言，给

《陈蕃》以高度评价。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该剧厚重大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题材新颖、构思巧妙、结构紧凑、线条

清晰，舞台调度准确、演员表演到位、唱

腔设计动人、舞美富有创意，已经具备精

品力作的基础。同时，与会专家也对该

剧进一步修改提高、打造艺术精品提出

了中肯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驻马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市长戚存杰出席研讨会并讲话，驻马店

市副市长冯玉梅主持研讨会。参加研

讨会的还有驻马店市文广新局局长李

林清、驻马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书

杰、驻马店市文广新局副局长余新红、

驻马店市演艺中心主任时运现和该剧的

主创人员。陈涌泉代表主创人员介绍了

《陈蕃》一剧的创作过程及创作思路。

据悉，驻马店市演艺中心曾创排过

豫剧《忠诚卫士》、《抢来的警官》等许多

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好戏。《陈蕃》

于 2014年 9月荣获第十三届河南省戏剧

大赛文华大奖；2014 年 10 月入选河南省

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

“庆祝建国 65 周年河南省优秀舞台剧目

展演月”活动；2015 年 1 月入选河南省纪

委、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省直工

委、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组织开展的“清

风中原廉洁双节”廉政巡演活动，应邀

到全省各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该剧

迄今已演出 200 多场，观众达数十万人

次。此次赴京演出，展示了驻马店深厚

的历史底蕴、鲜明的文化特色以及艺术

创作的整体实力。驻马店市演艺中心

主任时运现表示，一定要虚心听取专家

意见，将《陈蕃》打造成“立得住、留得

下、传得开”的艺术精品，并为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凝聚正能量。

（穆海亮 刘华山 冯 伟）

仲呈祥：像今天研讨会这样深入地

从美学的、历史的高度对一个作品进行

透彻分析，会让我们一些有条件在高原上

的作品攀登高峰。《陈蕃》这个戏触及了反

腐，但又不单单是反腐，它比一般的反腐题

材立意要高，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剧。这个

戏继承着豫剧的优秀传统，这就是从常香

玉发端一直到如今的李树建精神。豫剧不

仅是河南人民审美地把握世界的重要形式，

也属于中华民族用戏曲方式把握世界的重

要形式，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各地正

在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树立文化品牌。自觉

就是自觉意识到这一方水土孕育了的地方

文化，它潜藏着地方文化的基因。《陈蕃》取

材于驻马店的历史，打造驻马店的地方文

化品牌，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应该进

一步打磨提升，使之不仅属于豫剧，也属

于戏剧，不仅属于河南，也属于中国，将它

打造成当代中国文苑的一朵奇葩。

康式昭：《陈蕃》是一部很有现实意

义和强烈时代感的好戏。该剧有十分

出色的演员阵容，作为一个市级剧团，

这是出人意料和难能可贵的，特别是陈

蕃的扮演者张淑慧给人留下了极其深

刻的印象。该剧的舞台呈现大气厚重，

这是导演张平功力深厚的表现。

王安葵：《陈蕃》这部戏真实地反映

了东汉现实，通过这段历史能引起人们

对于当下的反思。在近来很多的反腐

戏当中，《陈蕃》有着独特的挖掘视角，

特别是写出了东汉时期复杂的政治生

态环境，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真实

生动地塑造了陈蕃勇于担当、求真求

实、敢于谏言的廉吏形象。陈蕃的扮演

者张淑慧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真实地

体验了角色，作为一个女老生，她的唱

腔、气质、风度都值得肯定。此外，这部

戏对于打造驻马店的历史文化名片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姜志涛：《陈蕃》是一部编、导、演都

十分出色的好戏。剧本结构严谨，冲突

剧烈，观赏性强，对陈蕃这一人物的塑

造十分成功。虽然是历史题材，但该剧

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起到了以史为镜的

作用，对当下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和警

示意义。这样一个人物鲜活、主题厚

重、立意深刻的好剧本，为二度创作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导演张平近几年来

佳作频出，这部戏排得大气、准确，舞台

节奏紧凑，有历史的厚重感，对人物性

格的开掘十分到位。赵国安老师设计

的音乐唱腔富有创新，很有韵味，给人

以极好的听觉感受。演出阵容强大、整

齐，和省级院团不相上下。陈蕃的扮演

者张淑慧表演出色，技巧娴熟，唱腔优

美，又有阳刚之气；汉桓帝的扮演者吕

军帅唱腔自由舒展，表现力强。

黎继德：任何一个对这部戏的背景

不了解、对陈蕃这个人物不了解的普通

观众，走进剧场来看这部戏，都会说这

是一部好戏。作为一个由于习惯使然

而喜欢挑毛病的职业看戏人，我同样会

说这是一部比较完整、具有较高艺术水

准的戏，编剧、导演、演员、服装、化妆、

音响都很完整。戏剧根本是写“人”的，

这部戏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陈蕃形

象，穿透历史表层挖掘出了更深的东

西，因而这部新编历史剧所揭示的主题

应该是远远大于廉政本身的。

刘平：编剧陈涌泉富有才华，曾经

创作了轰动全国的《程婴救孤》。他对

历史有独特的想法，能对历史做出独特

的开掘，尤其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写出鲜

活的人物。《陈蕃》一剧的成功之处就在

于，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却

是以当代的视角开掘历史题材，与一般

的廉吏剧相比，有其独到之处。这部戏

塑造了陈蕃不畏权贵、敢于担当的鲜明

性格，不但是对陈蕃的担当精神、责任

意识的颂扬，也对应了我们今天现实的

需要。该剧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地设置

情节，以艺术化的手法编织和解决矛盾

冲突，并且成功地做到了以情动人。导

演在二度创作上思路清晰，节奏的把握

准确流畅；演员的表演感情真挚，感人

至深；音响的调试恰到好处，给人以美

的享受。该剧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应该进一步打磨成为艺术精品。

谢柏梁：《陈蕃》是一部值得看的好

戏。题材选得好，剧本写得深刻，构思

很巧妙，描写了陈蕃在多重打压下的作

为、奋斗与牺牲精神。剧场里观众的叫

好声以及含着热泪的掌声都说明了这

部戏的成功，表明了观众对豫剧的眷

爱，更体现出观众对这部戏的现实意义

的共鸣。张淑慧扮演的老生形象赢得

了观众口碑，给河南戏的老生增加了一

个亮点，驻马店市演艺中心为河南戏的

老生培养了新的接班人。

温大勇：这部戏给人的感觉不像是

一个地方院团的作品，它完全具有大团

的气象，更像是一个省级院团演出的剧

目，这和驻马店方方面面以及全体主创

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该剧恰当地

选用了本地域题材，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剧场观众的强烈反应就是对这部作

品演出成功的充分肯定。

林蔚然：作为一名青年观众，看到

这部戏拥有如此完整的青年演员团队

实在备感鼓舞。这部戏非常观照现实，

观众接受起来没有隔阂。人物性格鲜

明独特，人物关系设置合理，感情描写

细腻，细节刻画到位，尤其是刑场母子

诀别这场戏十分精彩。

（穆海亮、小草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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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剧照

就历史剧创作而言，对历史精神

的把握是否准确深刻、历史与当下的

对接是否精当恰切，是决定剧作思想

价值及现实意义的基本因素，而如何

从“史”中出“戏”“戏”中出“人”则是衡

量其艺术水准及普遍价值的重要标

准。陈涌泉、张平领衔创作、驻马店市

演艺中心推出的大型新编古装豫剧

《陈蕃》就在这几个维度上取得了显著

成就。以深刻的史识观照当下，以浓

郁的戏韵升华人情，该剧实现了历史

精神与时代意义的互渗、文学意蕴与

美学价值的共生。

郭沫若曾说，历史研究必须实事

求 是 ，而 历 史 剧 创 作 理 应“ 失 事 求

似”。前者讲究文献与考据，于细节处

斤斤计较；后者注重把握历史精神，而

不必为历史的具体细节所束缚。戏剧

创作能否把握历史精神，取决于创作

者的史识。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于纷杂的历史形态中抓住主线，

二是开掘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历史

上的陈蕃，为人处事个性鲜明，屡经升

贬沉浮，富有传奇色彩，值得发掘的素

材很多。清扫天下的少年奇志，徐孺

下榻的礼贤下士，忧国忧民的犯颜直

谏，数起数落的起伏荣辱，建立奇功而

谢绝封侯，特立独行而不畏强权，乃至

以七旬之躯慷慨赴死……将其任意一

点搬上舞台，都有可能熠熠生辉。戏

剧创作要从中做出取舍，就必须抓住

其人格的主导方面，并激活其在当下

的意义。终其一生，陈蕃最突出的性

格特征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最重要

的行动主线是肃贪反腐，激浊扬清。

《陈蕃》的创作者准确地抓到了这一

点，凡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急管繁

弦、浓墨重彩地加以表现，反之，与之关

系不大甚至与此相悖的，就弱化处理或

干脆避而不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全剧凸显了陈蕃与宦官抗争的正义性，

而淡化了他卷入宦官与外戚的权臣党

争的历史背景。剧尾以陈蕃再次冒死

直谏作结，突出了其英勇无畏的崇高形

象，而规避了史实中陈蕃最终殒命于党

锢之祸的悲惨结局。经过如此把握历

史精神而非拘囿于历史细节的艺术处

理，陈蕃的形象就具体而深刻地告诉世

人，风清气正、以民为本则国家长治久

安，腐化堕落、与民为敌则必有覆舟之

患。这不仅是历史规律，更是时代强

音。因而，剧作紧扣反腐倡廉这根红

线，就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

点，从而打通了古今之道，呼应了舞台

上下、剧场内外的情感诉求。“此案定要

查到底，还百姓一片朗朗的天！”“不能

为民伸屈冤，我还当的什么官？”当陈蕃

发出惩贪肃纪、为民伸冤的呐喊时，剧

场中掌声雷动，因为这既是陈蕃所想，

更是观众所望；既是历史精神的准确呈

现，更是现实意义的真切呼唤。舞台上

陈蕃的光辉事迹和人格，深深打动着

每一位观众。

历史剧从史出发，终究还是要落

足于剧，“戏”从“史”出是其基本的美

学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遵循戏

剧创作的基本规律，选取最能体现人

物性格的行动，并以最富戏剧性魅力

的方式呈现出来。就陈蕃的丰富经历

来说，即使剧作仅仅围绕他的为官清

廉、为民做主来结构剧情，也无法事无

巨细地一一展现，这既不可能，也无必

要。因而“戏”的提炼极为重要。《陈

蕃》在这方面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

就结构安排看，该剧主线清晰，不枝不

蔓，主脑立而头绪减，干净利落。《陈

蕃》的“情节核”是陵桂冤案，剧中人物

的主要动作始终围绕这点而展开，或

由此引发。陈蕃因屡犯龙颜已被革

职，再次出山是由于陵桂太守王桀谎

报捉拿两千反民，奏请朝廷监斩，此时

冤案其实已经发生。陈蕃巡按陵桂，

查明王桀草菅人命、民众无辜受难的

真相，释放山民、诛杀王桀是为冤案平

反，但此举得罪了朝中权贵，也有损于

汉桓帝颜面，陈蕃就因平反陵桂冤案

而招来杀身之祸。被皇后救下后，陈

蕃不顾个人安危，再次犯颜直谏，力请

惩治巨贪、解民倒悬，是为了避免冤案

再次发生。正由于剧中人物及其主要

行动都被网罗其间，故事的重要关节

都由此而“系”又由此而“解”，这就保

证了剧作结构的有机和整一。就情节

进展看，《陈蕃》冲突剧烈，节奏紧凑，

环环相扣又合情合理。东汉王朝内忧

外患，汉桓帝愁眉不展，“安得良臣挽

狂澜？”陵桂生乱，众大臣生怕惹火烧

身，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自然而然地将

陈蕃推上前台。这是戏剧动作的开

端，交代清楚，说明自然，渲染出紧张

压抑的情绪，营造出山雨欲来的气氛，

也从侧面烘托了陈蕃的性格。微服私

访一场，剧作通过田水娟一家的不幸

遭遇，以点带面地揭示出王桀鱼肉百

姓的恶行，从已经得到展现的陈蕃爱

民如子、嫉恶如仇的性格看，处决王桀

已在所难免。但在宦官专权、上下勾

结的情境之下，陈蕃的正义之举势必

招人嫉恨，于是他就将自己引入生死存

亡的危险境地。这是戏剧动作的明显

推进，其艺术构思融《十五贯》与《谢瑶

环》之精华，设置巧妙，步步为营，进展

迅速，引人入胜。刑场得救之后，陈蕃

初衷不改，赤诚依旧，“入罢刑场进金

殿，双脚走在生死间。一息尚存还要

谏，惜命不是我陈蕃！”正是因为陈蕃一

贯具有刚正不阿的性格、忧国忧民的情

怀、一往无前的气度，更经历了刑场上

母子二人的生离死别，灵魂得到进一步

升华，因而结尾处陈蕃的再次冒死直谏

并无矫揉造作之嫌，却有水到渠成之

感，这是全剧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也

是陈蕃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戏剧都是表现人的，其精

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的高低直接取决于

其人情表现的深度和性格塑造的高

度。以古喻今的戏剧创作，往往会由

于急切地服务现实的客观需要，而让

剧中人物变成创作者自己的传声筒，

并因此而流于概念化或口号化。《陈

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出了形

象饱满、可敬可亲、体现着人情之真的

“人”。一方面，陈蕃是令人肃然起敬

的大写之人，他的伟大形象源于其舍

生取义的英雄壮举，他的人格力量源

于其为国为民的崇高境界；另一方面，

陈蕃也是亲切自然的凡人，剧作并没

有对他进行人为的拔高，他仍然双脚

站立于大地，两眼直视着人间，跟我们

一样有着血肉之躯，他的精神痛苦乃

至灵魂挣扎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在人

物的塑造上，除了通过人物行动展示

自身性格这一通用手法之外，该剧采

取的主要策略还有以理服人和以情动

人。剧中有大量辩论和说理的场面，

客观地说，这种方法在戏剧舞台上并

不讨巧，但《陈蕃》的说理大体是令人

信服的，基本避免了“席勒化”的口号

式传达，而以“莎士比亚化”的方式得

到形象而生动的呈现。尤其是关于

“奸臣庸臣忠良臣”“洁人先要洁自身”

的唱段令人印象深刻，在剧场激起了

观众的强烈反响，日后也很有可能广

为传唱。至于以情动人，剧中有两个

场面堪称经典。一是陈蕃刚刚下令将

王桀打入死牢，圣旨突然降临，要陈蕃

“只管监斩反叛，余者不问”，这令陈蕃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剧作准确地描

摹了陈蕃此时的心理矛盾：“杀王桀明

显是违抗圣命，赦王桀老百姓怨恨难

平。这步棋该咋走心神不定，还是杀

还是放何去何从？”此时的陈蕃还在犹

豫不决。直到老婆婆撞柱而死，陈蕃

的灵魂受到激烈的震荡，这才让他真

正下定了决心：“陈蕃宁舍一身剐，执

行国法惩巨贪。立斩王桀不容缓，天

大罪名我承担！”在此情境下，陈蕃的

犹豫和挣扎不仅没有削弱其伟大的人

格，反而因其真实、复杂而越发感人至

深。另一个场面，就是刑场之上的母

子相见。“恨不能把这铁锁断，娘替儿

刑场上血染衣冠。”这是一个平凡母亲

最真挚的情感。白发苍苍的老母白衣

素服，为儿子戴孝，这又是何等震撼人

心的场面！此时的陈蕃百感交集，有

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恩，有不能在母亲

膝下尽孝、不能为母亲养老送终的愧

疚与自责，更有对转瞬之间就要与母

亲阴阳两隔的痛彻心扉，同时也更加

强化了为国为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

定执着。此处的陈蕃，不仅是一个了

不起的清官和斗士，更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儿子，这种与母亲永别的撕心裂

肺 之 痛 ，才 是 其 打 动 人 心 的 真 正 力

量。这一场面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是

诗情勃发的关键处，也是人物性格实

现最后升华的制高点。

豫剧《陈蕃》通过对历史精神的深

刻把握来直面当下，以富有卓见的史

识实现了古为今鉴；通过对情节和结

构的巧妙编织，彰显出戏韵十足的剧

场魅力；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成功刻画

和人情的真实传达，体现出优秀剧作

应有的文学意蕴。史识、戏韵和人情

的完美交融，成就了该剧的立意精深、

艺术精良、人物饱满、诗意盎然。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史识、戏韵与人情的完美交融
———评新编古装豫剧—评新编古装豫剧《《陈蕃陈蕃》》

穆海亮

豫剧《陈蕃》进京城 反腐题材引共鸣反腐题材引共鸣

《陈蕃》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