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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内，山西省话剧院在北京演出了两部话剧。一周之前，《接地气的村官段爱平，有志气的山西省话剧院》

专题报道在《中国文化报》推出；今天，《生命如歌》如约而至，真好。

10月17日、18日，山西省话剧院新编话剧《生命如歌》作为10部“山西省优秀新创舞台剧进京展演”剧目中的

一部，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感人的故事、动人的表演感染了观众、感染了专家。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观看演出后连声

说，主创编导得好、演员演得好、舞美呈现好，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好戏，鼓励剧院要大力宣传、大力推广，在全国巡

演、扩大影响。

是的，会的，山西省话剧院一向尊重自身发展的历史，重视每一部剧作的宣传。对于这部珍贵的《生命如歌》，

必然更是。

话剧《生命如歌》首演于2015年 7月1日、2日，那是在山西大剧院。随后，剧院满怀敬意带着这份艺术成果远

赴新疆，于8月至9月，作为“一带一路”和“文化援疆”主题作品在新疆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23场的巡演，足迹遍布

新疆7个城市，反响强烈。该剧被赞为“兵团大戏、使命大戏、援疆大戏”。大美新疆，大爱晋情，《生命如歌》唱出的

是一首动人的歌。

岁月从来都是歌。山西省话剧院的前身是1945年成立的八路军吕梁军区吕梁剧社。1953年更名为山西人

民话剧团，1982年更名为山西省话剧院。2011年 12月剧院核销了事业编制，2012年 7月完成工商注册，转企改

制为山西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着60多年光荣历史的话剧艺术表演团体犹如一条大船驶向了海洋。

他们没有在浩瀚的海洋里迷失方向，他们牢牢地把握着“人民剧院为人民”的宗旨。2012年转企改制至今，

山西省话剧院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演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克服转制的疼痛，寻找新生的

希望，高举“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大旗，围绕剧目、剧场、人才三个中心，坚定不移地务实航行，相继

推出了话剧《我能当班长》、《立秋》等众多剧目。大型话剧《立秋》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几乎囊括

了中国舞台艺术领域所有重大奖项。更为可贵的是，山西省话剧院没有停留在《立秋》写就的功劳簿上，相反，

它总有新作问世。

上周，《最美村官段爱平》才回到太原，观众的心上还留着对她的牵挂；本周，军垦老兵陈旭刚又让观众动

容，让专家观而兴叹。文化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处长林琳亲自主持了话剧《生命如歌》的专家座谈会，这便是最

好的支持与肯定。

林琳（文化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处长）

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一周年，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

文化厅组织了本次“山西省优秀新创舞台剧进

京展演”，为首都观众带来了 10 台不同艺术种

类，涵盖省市县三级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民营

表演团体、艺术院校的新创剧目，充分显示了

山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创作上表现出的昂扬振奋

的精神状态和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由山西省

话剧院演出的《生命如歌》讲的是援疆的故事，

描写了几代兵团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带给观众

强烈的心灵震撼，感人至深，剧目在展示两代人

共同的理想和不同的道路选择的过程中，对忠

诚、坚守、信念、生命价值进行了深沉的探讨。

梁军（山西省话剧院院长）

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生命如

歌》是山西文化援疆的主题剧目，是全国 19 个

援疆省份中第一部援疆题材话剧，是山西文艺

界向屯垦战士表达敬意的成果。

面对这样一个意义重大而特殊的题材，为

了让这份成果能够充分表达山西人民的敬意，

让这部作品展示好山西的亮剑精神和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

神，成为一部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观赏性

高度统一的艺术精品，最终实现让山西满意、

让新疆兵团人满意、让全国人民满意的目标，

山西省话剧院一刻也不敢懈怠，在各方支持

下，严格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同时，加大与新

疆方面的联系，不仅组织创演人员赴新疆采风

体验生活，多次与老兵团、老军垦座谈研讨，还

把剧本研讨会从山西开到了新疆。另外，在排

练期间，我们还积极组织新疆方面的领导及专

家专程来山西帮我们把关。

从 2014 年 8 月底山西和新疆方面达成创

作意图共识，到同年 9 月编剧王元平受邀执

笔，2015 年 6 月 1 日定稿进入排练，再到 7 月 1

日、2 日在山西大剧院首演受到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一年来，该项目的创作排练在山西和新

疆两地政府、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进展

顺利、效果显著。这得益于关心我们这个项目

的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引，得益于编剧王元平、

导演胡宗琪、舞美设计黄海威等主创团队呕心

沥血的编创，得益于以董怀玉为首的 13 位优

秀演员的倾情投入，得益于有关专家和全体员

工的齐心协力。

山西成功首演后，我们满怀敬意带着这份

成果远赴新疆，于 2015 年 8 月至 9 月，作为“一

带一路”和“文化援疆”主题作品在新疆进行了

为期一个多月 23场的巡演，足迹遍布新疆 7个

城市，反响十分强烈，被赞为“兵团大戏、使命

大戏、援疆大戏”。

王元平（话剧《生命如歌》编剧）

我去年 9月、10月去新疆采风，采访了 6位

90 岁以上的人，这其中最大的一位 98 岁，在今

年 3月已经去世了，这位 98岁的老人就是话剧

中陈旭刚的原型。老一代人的观念尽管和今

天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他们做人的坚

守，对兵团事业、对自己生命的认同深深感动

了我，因此才有了这部戏。因为这个老爷子写

了一本书，题为《生命像一条河》，所以后来我

把剧本定名为《生命如歌》。

高华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

宣传部部长）

这部戏我已看了 20 多场，深切感动于它

的大爱情深，契合大主题、洋溢天地爱、诠释家

国情、展示记忆深。山西为援疆工作做出了巨

大贡献，这是山西人民、老区人民、太行人民对

祖国无限的赤诚、对边疆无私的大爱。

这部戏艺术精湛，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很

有特色。在五家渠演出的时候，一名演员在得

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以后仍然坚持演戏，由于他

本身患有心脏病，浑身出汗颤抖，演出结束就

晕倒在侧台，下一场演出是山西省话剧院的梁

春书副院长临危受命，完成了演出任务。戏里

戏外很多故事让我们非常感动。

欧阳逸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编剧、

评论家）

《生命如歌》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开掘

的深度。现在，人民群众对中华崛起包含着的

精神建设、内心世界建设、品格建设等都有了

很多新的、更深的见解。编剧不回避突出的、

尖锐的问题，不回避兵团战士第一代人献了青

春献终身之后的尖锐问题。陈旭刚的儿子陈

保国毅然决然带着妻儿在风雪中离开了父辈

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五家渠，这意味着他抛弃

了五家渠，还是他要去开辟新天地？这一行为

究竟该怎样评价？今天，爱国的概念已经更加

广阔，不是爱一山一水、一村一庄、一时一地，

而是爱整个中国。陈保国的出走标志着陈旭

刚所创立的爱国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

发展。陈旭刚在结尾与儿子的灵魂对话中和

儿子的想法不谋而合，接受了儿子原本让他非

常不满意的行为，这正是社会和时代的宽容和

开放的体现。

王敏（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

话剧《生命如歌》是写兵团人无私奉献、无

愧无悔的大题材，特别难写。王元平的手笔让

人惊奇，胡宗琪的导演如诗如歌。胡宗琪为演

出找到了很好的样式，其导演风格已经形成，

但是从不固守，他的仪式感、表现语汇和再现

语汇又出新意，在这部戏上又有突破。黄海威

在舞美上与导演的构思成为一个系统，空灵的

舞台、滑动的侧幕的使用，把岁月的流动、心灵

的开合表现出来。我很喜欢全剧的舞台调度，

特别喜欢最后一幕，舞台上长时间留白，很大

胆。该剧的表演可圈可点。我从《立秋》认识

了董怀玉、高菊梅，他们在《生命如歌》中配合

得非常好，把一个老兵团战士的精神境界演出

来了，带有浓浓的黄土芳香。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

我认为这部戏比《立秋》在艺术上更有值

得推敲、总结的地方，在合作模式上也如此。

兵团题材、屯垦戍边的题材可以触碰的点

很多，我们的主创抓住了一点：是走还是留。

这部戏好就好在触碰了这个心结，以更加开

放、宽容的眼光，重新梳理、审视这个问题。这

部戏构思巧妙，浓缩了一家四代人，历史跨度

很大，选取了过 90 岁生日的事件，以儿子和父

亲之间从隔阂到和解的过程作为主线，触碰到

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结、情感、心理、观念这些精

神层面的关系，这有赖于独特的开放式构思，

符合戏剧规律。

这部戏在心理情感这些形而上的层面上

推进，回忆多、感觉化的场面多，但是外部动作

比较少，相对来说视觉上不好看。这时，舞美

设计上的侧幕成为有力的艺术语汇，而人物不

用说话、无需动作。

姚欣（文化部原艺术局副局长、巡视员）

兵团题材值得大书特书。这部《生命如歌》

不是写上世纪 50 年代初创业的艰苦和艰苦中

的忠诚贡献，而是进入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国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上百个团

场面临着怎样发展的问题，敢于触及矛盾，从人

生道路的选择上体现思考，更显得这台戏深沉、

凝重、老练。编剧王元平能够从新千年之后的

新特点来概括，把生命价值和党的理想目标、国

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来写，非常难得。

李法曾（表演艺术家）

首先祝贺演出成功，我在很短时间内看了

山西省话剧院两台好戏——《最美村官段爱平》

和《生命如歌》，不得不佩服他们。一个戏成功有

三个要素：首先要有一个好剧本，有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二是有好导演和好演员；三是有一个

好领导，有作为、有见识、懂艺术。山西近几年来

能出这么多主旋律的、深受观众喜欢的好戏，很

不容易，这三要素是值得思考和继续发扬的。

话剧《生命如歌》是一出正能量、接地气的原

创好戏，写了两代人援疆的故事，写了理想信念，

写了非常尖锐的家庭矛盾，以此来歌颂兵团人的

贡献，他们的贡献体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黄维钧（《中国戏剧》原副主编）

我对山西省话剧院很有亲切感，从上世纪

60 年代就看他们的戏，现在他们又带来一部

好戏《生命如歌》。这个题材很难写、很难演，

编剧和导演躲开了一些东西，又强化了一些东

西，带来这部戏独特的意味。

这部戏不是一般地展示生活场面的戏，没

有实写矛盾冲突。陈旭刚为什么固执不通人

情？因为矛盾冲突一松，戏就塌了；人物的基

调如果松了，就不是这个人物了。陈旭刚的毛

病、问题和他的伟大、崇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

种表述相当有特点。最后父亲放弃了怨恨、理

解了儿子，陈旭刚心态有所变化，作品以细节

的运用表现人物内心的变化，使人物的精神世

界得到丰富。

吴晓江（国家话剧院导演）

这部戏是有一定订制性的戏，故事、情节、

人物、舞台、形象、气氛都有。它剥离了直接的

生活，台上没有出现兵团战士在屯垦戍边，没

有出现当时的地窝子，没有出现因当年的奋斗

而得到今天的幸福等，但我们到新疆兵团演出

一样得到了人家的认同。

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离开兵团的人到底是

为了什么目的？如果陈保国的死和筹款无关，

父亲还能不能理解他、原谅他？在这些地方恰

恰可以表达真正的精神真实和精神诉求。现

在的观众非常挑剔，口号式的简单表达、一般

性的叙述不能满足他们，而生活当中那些隐秘

的、有趣的东西非常吸引他们。作为话剧，它

的魅力和所擅长就是用那些巧妙的、隐蔽的细

节剖析人作为社会人、家庭人、个性人的差别。

刘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一部有现实意义的话剧，宣传老一代

兵团战士的贡献，思考人生、思考价值，这不只

是今天时代的需要，也是兵团军垦事业发展的

需要。

我从观感而言，这部戏是一部反思的戏，

在歌颂老一代军垦战士陈旭刚历史功绩的同

时，表现了他们的反思；在赞扬他们坚守信念

的同时，反思他们的行为，比如对大儿子陈保

国的态度转变，实际上是承认了他儿子当年的

价值选择。

第二个观感是从政治思维回归到了人性思

维，陈旭刚不认儿子、不让儿子进家门更多体现

一种政治思维，后来让儿子回家实际是陈旭刚逐

渐过渡到了人性思维。灵魂对话一场戏非常动

人，陈旭刚最后见到儿子遗物的时候，把他的勋

章别在儿子的遗物上，这一场戏是我认为最动人

的。这两代人的思想信念是有差别的，但实际上

殊途同归，都为了同一个理想在努力奋斗着。

第三个观感是这台戏的演员表演非常精

彩，董怀玉、高菊梅的表演出神入化，塑造人物

非常精到。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非常舒服，演

得很好。

赵银邦（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这次我省进京演出一共是 9 个院团 10 部

戏。只有山西省话剧院是两部戏，打头炮。今

天非常高兴请来了各位专家，听了各位的意

见。我首先代表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对今天

上午出席座谈会的专家表示感谢。

我们这部戏的主题非常明确，契合“一带

一路”，契合屯垦戍边，契合民族团结和边疆稳

定。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山西省话剧院承

担任务的时候非常有压力。我们过去排的多

是我们山西自己的戏，但是这部戏好像跟山

西有关系，但是关系又不是十分紧密，事件的

时间跨度也比较大，且故事发生地主要在新

疆。这部话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一带一路”战略

提出以后，山西省委提出弘扬“三个文化”之

后，为了更好地塑造山西形象、扩大山西在外

界的影响、提高山西在全国的知名度，歌颂那

些把几代人都奉献给了边疆建设和稳定的兵

团人而打造的。这是山西省话剧院勇于担当

的具体体现。

我要感谢文化部的领导，看戏之后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也感谢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在

我们采风创作、演出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我还

要感谢主创团队，他们配合得非常紧密。梁军

带领的山西省话剧院在转企改制的条件下，敢

于担当，始终把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

时千方百计搞营销，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因而，山西省话剧院是非常值得总结

的一个院团。我相信，《生命如歌》通过专家研

讨之后，经过进一步修改和打磨，一定能更好。

《生命如歌》的产生是我们和新疆长期互相

合作、融合的结果，从战略角度上讲，关注新疆、

关注“一带一路”就是关注国家大战略，就是关

注我们民族的未来，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

我觉得我们的路走对了，还会继续走下去。

在山西省话剧院的两台话剧之后，我们还

有 8 台戏进京，有戏曲、舞剧、音乐剧等，希望

各位专家能继续关注我们的戏、关注山西省话

剧院、关注山西的文化发展。

（本版文字整理：韩喃楠、孟立群）

感人至深的陈氏父子 弥足珍贵的《生命如歌》
——专家研讨话剧《生命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