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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舞台

“国家、生命、忠诚”：

抗战戏剧的主题词
孙红侠

E-mail:zgwhbyishu@163.com 电话：010-64299566

我 们 的 抗 战 戏 剧 在 严 格 的 戏 剧 史 意 义 上

讲 ，确 实 有 着 抗 战 时 期 戏 剧 和 抗 战 题 材 戏 剧 的

分 别 。 抗 战 时 期 的 中 国 戏 剧 之 所 以 出 现 现 实

主 义 艺 术 的 高 峰 ，是 与 那 个 民 族 危 亡 的 时 代 密

不 可 分 的 。 中 国 的 话 剧 与 秧 歌 剧 的 发 展 与 抗

战 这 一 伟 大 的 时 期 重 合 ，在 面 对 外 侮 的 时 刻 ，

我 们 的 艺 术 挺 身 而 出 ，奉 献 过 田 汉 、洪 深 等 的

《卢 沟 桥》，推 出 过 陈 白 尘 的《卢 沟 桥 之 战》，有

过以 1939 年孤岛时期于伶的《夜上海》为代表的

一批具有戏剧史意义的作品。这些无愧于时代

的 艺 术 直 击 战 争 中 中 国 人 的 心 灵 ，也 开 启 了 延

安 时 期 戏 剧 进 入“ 二 为 ”与“ 双 百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这 些 作 品 的 存 在 标 志 着 中 国 戏 剧 的 现 实 主

义艺术高峰。

当下，中华民族不再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民族的复

兴与腾飞。抗战戏剧为我们开创的优秀传统不

应该过时，而应该具有更深沉的现实意义，应该

被当下抗战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所充分继承。

也许我们都有过对抗日神剧的愤怒，对那些

“裤裆里藏手榴弹”和“天上掉下个李向阳”的无

厘头桥段很难接受，对儿时记忆中被《地道战》、

《地雷战》、《鸡毛信》的美好洗礼过的观众而言尤

其如此。的确，那一时期的抗战作品虽然简单，

但具有单纯、淳朴的美学感受，是那个朴素的时

代中朴素的国人的精神写照。抗日神剧颠覆了

那些美好，同时在艺术上没有任何探索和推进，

那种对待战争的戏谑丝毫不同于采用喜剧方式

表现战争的电影《美丽人生》所做的探索和取得

的认可。我们的抗日神剧完全不具备艺术上魔

幻主义风格的品质，是彻头彻尾的荒谬。而另一

些创作态度堪称严肃的作品也免不了出现一些

低俗桥段，比如《金陵十三钗》中的床戏等，这些

桥段看上去颇具人性的温暖，实则完全不符合艺

术真实，更没有深层地叩问战争中的人性。我们

尽管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有太多气壮山河的英

雄和故事，却几乎没有把这些故事讲得比《巴顿

将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更好、更感人。

抗战题材的艺术作品无论怎样表现人性，终

极的价值追求是不能改变的，那至少是这样几个

主题词：国家、生命、忠诚。

令我们激动和欣慰的是，抗战戏剧作品并不

都 是 神 剧 。 话 剧《生 死 场》、山 东 梆 子《古 城 女

人》、黄梅戏《半个月亮》、柳琴戏《沂蒙情》、龙江

剧《鲜 儿》、评 剧《我 那 呼 兰 河》、粤 剧《驼 哥 的

旗》…… 这 都 是 新 时 期 以 来 抗 战 戏 剧 的 优 秀 作

品，这些剧目共同构成了神剧以外的艺术高原，

这些优秀的作品相对于大众熟悉的电视剧可能

有些“高冷”，但均在“国家、生命、忠诚”这样的主

旨追求之下完成了艺术应该完成的伟大使命。

这些作品有共性，它们没有抛弃艺术美学的

追求和技术层面的打磨，但无一例外地将价值追

求放在首位。《古城女人》是小女人戏，但从害怕

到抗争的民族大义并不小；《半个月亮》未改黄梅

戏轻歌曼舞的艺术本色，但用导演王晓鹰的话说

就是“甜美的《送郎歌》不能杀死侵略者，拙朴的

《凤舞》也不能，杀死侵略者的是歌声与舞动背后

的古老坚韧、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我那呼兰

河》是当今戏曲舞台作品导演艺术可圈可点的代

表作，査明哲俄罗斯风格的戏剧导演手段使评剧

从《花为媒》、《小女婿》的传统表现力上飞跃而成

为真正的舞台大戏，这里不再有话剧导演和戏曲

导演的区别，因为好的作品并不囿于艺术形式；

龙江剧本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新造剧，在东北的

影响力不如二人转，但《鲜儿》的推出使龙江剧的

题材和表现力更上一层楼。

《沂蒙情》是这些舞台作品中最感人的一部，

下乡演出时观众哭声一片。该剧有真实的原型

李凤兰，老百姓的泪水流成沂蒙老区滋润中国革

命的最美的河流。李凤兰和参军打日本的丈夫

订婚后，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亲，得知部队经过，她

跑了几十里山路去看自己要嫁的那个男人一眼，

可是兵如流水，谁是丈夫？“哥哥你当兵出山沟，

莫忘停脚回回头，回头看一眼岭上的树，树下的

小妹泪花流。”她等了一眼没见的丈夫 12 年，等

来的却是他早就阵亡捐躯的消息。这个山东妇

女有着最朴素的忠烈价值观，她抚养儿女、孝敬

公婆，“模范烈属”一辈子。她是山东临沂蒙阴县

李凤兰，是“山东红嫂”，更是普通的中国女人、战

争中的女人，是“一块布做军装，一口粮送军粮”

的老区人民。是他们用门板架起孟良崮大军的

过 河 桥 ，用 小 轮 车 推 出 后 勤 的 补 给 线 。 抗 战 戏

剧，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艺术，就是为了用

情感直击人心。

在诸多作品中，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的还有

国家话剧院的《生死场》，这部舞台经典固然有萧

红原著的贡献，但舞台将原著那种散文化小说的

写作方式做了便于舞台表现的浓缩和提炼，因而

某种程度上是全新的，这也是这部剧能成为田沁

鑫代表作的原因之一。从剧作的文学追求来看，

作品超越了惯常的英雄主义表现方式，也非简单

视角下移，而是控诉侵略罪恶的同时，用艺术的

尖刀直接切开国民曾经麻木与懦弱的灵魂，让我

们看到从鲁迅和萧红的年代就开始存在的珍贵

的反思。生死场——生死之场，生死一场，“活着

就活着，死了就死了”，这和粤剧《驼哥的旗》的表

现 角 度 一 样 ，都 是 表 现 被 家 国 命 运 碾 压 的 小 人

物，都是表现他们那些自私和麻木。也许不应该

称“他们”，是“我们”，我们麻木，是因为我们太

苦，可麻木就可以成为生命被屠戮的理由？当然

不。因此，这种麻木会变成抗争。如此的民族血

泪史、心灵史，换来的是舞台作品的屹立，更是每

一个观众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对于艺术，这真的

够了、值了。

当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艺术工作者应该把“国家、

生命、忠诚”这样的主题词放在心中，放在艺术作

品的价值追求里，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前不久，中国音乐“小金钟”奖——2015“吟飞

杯”首届全国电子键盘展演比赛在江苏常州举行，

来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的 284 名选手展开精彩而激

烈的比赛，选手高水平的演奏让评委们惊喜。所有

评委都在感叹，虽然电子键盘演奏在中国是年轻的

领域，但在较短暂的时间内，演奏水平和观念都已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次增设专业组

此项赛事的宗旨是为全国青少年电子键盘

优秀选手提供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地区优秀选手

之间的沟通，使其音乐水平、艺术素养和审美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我国电子键盘演奏领域选

拔、储备后备人才。大赛分为单排键、电子管风

琴两个大类、6 个组别，并最终评选出金银铜奖、

中国作品奖、最佳创作奖、优秀教师奖和优秀组

织奖。

与以往的电子键盘展演比赛不同，此次比赛首

次增设了专业组。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韩新安说：“电子键盘演奏引进中国仅有短短 20

年，但看到此次比赛中专业选手高水平的演奏，不

得不感叹其发展迅速。”

视奏环节考能力

此次比赛中，无论复赛还是决赛，视奏成绩都

占了很大比重。在单排键独奏组的比赛中，选手

以抽签形式获得一份 16 至 32 小节带有和弦标记

的谱子，预习 5 分钟后根据自己对旋律的理解选

择相应的节奏、音色及速度进行演奏；单排键重

奏 组 抽 取 16 至 32 小 节 带 有 和 弦 标 记 的 四 重 奏

谱 ，4 位 选 手 提 前 练 习 10 分 钟 后 上 场 进 行 合

奏 。 电 子 管 风 琴 专 业 组 除 了 视 奏 之 外 ，还 有 自

编曲比赛环节，选手根据所给旋律自行配器、编

曲、演奏。

一些将规定曲目和自选曲目演奏得行云流

水的选手，却在视奏环节败走麦城。评委会副主

任、音乐教育家李未明说：“比赛增设视奏环节是

为了传递一种观念——重视选手的应用能力和

创造能力，而不再是仅听大家在赛场上演奏练习

好的几首曲子。这也是为了纠正我们在电子键盘

教学中暴露出的仅为比赛而教学的‘短视’问题。”

推广中国作品

为鼓励中国作品和原创作品的推广，此次比

赛不仅设立了中国作品奖和最佳创作奖，更是在

规定曲目环节用了心思。比如，针对十一二岁的

选手的规定曲目是京剧，这是有意考查他们对国

粹的理解。

考查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大赛评委会主

任、中国音协电子键盘学会会长芦小鸥说：“有些

小朋友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京胡等民族乐器的表

达不是很理想，对京剧唱腔的理解和表达跟本曲

意思不太吻合，一些选手对于大曲子的把控能力

不够导致比赛超时。”芦小鸥建议，在今后的教学

中，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培养。

演奏要内外兼修

在韩新安看来，电子键盘演奏者不是独奏者，

他相当于负责一个乐团，相当于音乐指挥，准确地

解读和分析乐谱、有整体的把握和理解能力是至关

重要的。

作为一门乐器，电子键盘有其自身的规律，它

要求演奏者能够进行二度创作，为作品带来独特的

美。二度创作的前提就是深入分析作品的风格、基

本要求、表现内容、作曲家意图。

与其他乐器不同，电子键盘的重要属性就是

模仿，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要理解原乐器。比赛评

委、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孙伟说：“务必要理解原乐

器的物理性——是吹奏、敲打还是弦乐，不能打开

电子键盘一通乱弹。从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说，

节奏很重要。音乐如果节奏准确，其美感就展示了

一大半。”

在电子管风琴演奏家朱磊看来，电子管风琴犹

如一个大合成器，不仅表演技术高难，还要求有编

曲意识与能力。“内外兼修”是他给选手们的建议。

“一位高水平的演奏者心中肯定有曲目整体的图

景，有对各个乐器的音量、内涵和音乐形态的整体

把握。这也是广大电子键盘师生共同努力的方

向。”朱磊说。

有些选手技术好，但演奏就是缺少灵魂。大赛

评委、中国音协电子键盘学会副会长王葆栋说，电

子键盘的演奏者应该加强多方面的文化学习，让演

奏有灵魂、更真实。

中国电子键盘演奏：年轻而充满活力
本报记者 刘 淼

柳琴戏《沂蒙情》剧照 话剧《生死场》剧照

本报讯 （记者刘淼）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台湾光复 70 周年，8 月 31 日

至 9月 5日，由北京人艺创作的话剧《故

园》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

今年，各地院团陆续推出了不同形

式的抗战题材舞台作品，而北京人艺独

辟蹊径，选择了文化抗战阵地。《故园》

关注一个隐形的战场、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在京城的台湾会馆里，一群躲

避战乱来到北平的台湾人和普通的北

平老百姓一起并肩抵御日本人的文化

侵略。

《故园》的故事揭开了一段大多数

人并不熟悉的历史。许多观众通过这

部戏第一次了解到抗战时期的北平也

有台湾人的身影活跃，为抗战胜利做

出了自己的努力。许多观众更是第一

次接触到当时有着日本国民身份的台

湾人在抗战期间所面临的尴尬境遇和

复杂的心绪。

在一部剧中既描写台湾人，又表现

北平人，《故园》对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

最大亮点。饰演过《北京人》里的老太

爷、《我这一辈子》中的“我”等角色的北

京人艺实力派演员仇晓光，此番出演了

剧中的北平人——石匠何长贵。“这个

人物最难把握的是身份的拿捏，多一分

少一分都不行，要求有一个准确度。他

不仅有着鲜明的个性，还有那个时代北

平人身上特有的品质。”仇晓光说。

台湾教书先生林文轩由北京人艺

青年演员邹健扮演，操着一口台湾普通

话，却毫无“违和”感，举手投足间都带

着人物的身份。

从《龙须沟》到《万家灯火》、《小井

胡同》，北京人艺有很多写小院的戏，这

些戏在舞台上都力求写实，这次这个小

院却不太一样。演员的表演是写实的，

小院却是写意的。导演唐烨希望用写

意的手法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舞

台更为自由，从而营造精神家园的意

象。以小见大，关注人的内心是唐烨的

戏剧理念，她对残酷的战争也有着自己

的解读方式，“没有刀枪，一样是在抵

抗，这种无声的抵抗非常有力量。再大

的主题都要由人来体现，我们关注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故园》：讲述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艺术·资讯

艺术·殿堂

本报讯 （记者张婷）法国 3D 动画电

影《小王子》即将登陆中国。影片近日曝

光中方配音演员名单——黄渤、黄磊、胡

海泉、马天宇、小柯、袁泉、周迅、易烊千玺

等 11 位明星组成了强大配音阵容，其中 7

位明星此次是动画配音处女秀。

影片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

胆改编，采用双视角平行叙事结构，加入

以 小 女 孩 为 主 线 的 故 事 和 现 代 人 的 视

角。创作团队创新性地通过现代 CG 技术

和传统定格动画结合的手法，用 CG 技术

呈现小女孩的世界，小王子的视角则采用

定格动画。此外，在画面色调上，小女孩

的现代世界以灰色系的冰冷色调为主，小

王子的世界则用黄色系的温暖色调为主，

形成鲜明对比。影片在尊重原著故事精

髓的同时，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

果和艺术感染力。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为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9 月 3 日，中国木偶剧院大型舞

台剧《英雄王二小》再度亮相京城。

今年初，《英雄王二小》在京首演，全

剧本着尊重历史、弘扬正气、再现英雄的

原则，用孩子们熟悉的舞台艺术的形式，

让孩子们感受到革命先烈的浩然正气，

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广泛好评。王二小

这 个 被 许 多“60 后 ”“70 后 ”熟 悉 的 少 年

英雄，通过《英雄王二小》的首演被许多

“00 后”小观众所熟知，那首当年广为传

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也勾起不少家长

的回忆。

中国木偶剧院是北京市中小学生社

会大课堂的成员单位，为配合北京市“高

参小”（北京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

育、美育发展工作）项目，9月 3日的演出迎

来了一群热爱舞台艺术的学生，他们以观

剧的方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英雄王二小》献礼抗战胜利 70周年

吕嘉音乐讲堂清华大学开讲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9月 1日，吕

嘉音乐讲堂系列赏析音乐会的首场演出——

《大都会歌剧之夜——经典歌剧选段赏析

音乐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当晚，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知名指挥

家吕嘉亲任主持，来自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

新生代女高音梅甘·韦斯顿等 8位青年歌唱

家与钢琴家迈克尔·芬内利合作，现场演绎

了《茶花女》、《卡门》、《波希米亚人》等经典歌

剧中的唱段。演出最后，8位青年歌唱家用

中文演唱《我爱你，中国》，收获热烈掌声。

吕嘉作为目前活跃在国内外音乐舞

台上的知名指挥家，至今累计演出歌剧和

交响乐超过 1500 场。他 26 岁即被聘为意

大利顶级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并于 2012 年

4 月起担任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为国家

大剧院歌剧制作水平的提升和艺术普及

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

赵洪表示，今后，清华大学艺术教育还将

广泛利用艺术家和艺术院团的优质资源，

进一步拓展面向普通学生的艺术教育。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安徽省黄山

市书画院、黄山印社近日在黄山市美术馆举

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沈大荒先生

《正气歌》印谱暨黄山印社社员书画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69 幅，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紧密围绕《正气歌》内容创

作：书法家写《正气歌》，篆刻家刻《正气

歌》，绘画作品则根据文天祥诗意创作，抒

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表

现悲壮之美、奋战之美、胜利之美。

《正气歌》印谱是齐白石弟子沈大荒

于 1944 年创作，抗日将领陶广作序。抗日

战争爆发后，沈大荒沉痛提刀刻文天祥

《正气歌》46方，以鼓舞抗日军民斗志。

（薛 寅 魏小霞）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京剧电影

《定军山》日前在北京开机，主演、谭家第

六代传人谭孝曾，第七代传人谭正岩以及

导演刘冰鉴，美术指导全荣哲，艺术指导杨

少春、张学治，制片人邹沙沙、郭永浩等出

席开机仪式。主创以重拍中国电影史上首

部影片的方式致敬中国电影诞生 110周年。

刘冰鉴表示，该片最重要的创作准则

是通过准确的镜头语言，充分展示京剧表

演艺术的程式和规矩，展现国粹艺术的独

特魅力，从而完成对“传承”二字的诠释。

影片将全方位体现谭派艺术的唱、念、做、

打，体现演员程式、动作与传情达意的关

系，呈现历史人物的个性和情感。

刘冰鉴感到，权衡创新突破与遵循戏

曲舞台艺术特性的关系，是该片拍摄的难

点，也是最大的亮点。他将有意识地在拍

摄中融合电影语言的特点，艺术化地处理

好舞台的“虚”与镜头的“实”之间的关系，

将京剧之写意和电影之写实融合。

该片将于今年底前制作完成并与观

众见面。

安徽黄山举办书画展纪念抗战

京剧电影《定军山》在京开机

11位明星献声《小王子》

艺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