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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8 年前的第四届秦腔艺术节

上，我看了由西安易俗社青年演员惠敏

莉主演的现代戏 《柳河湾的新娘》。我

当时情不自禁发出赞语：“我国剧坛又

升起了一颗新星。”

这个“新”字包含着如下几层意思：

其一，该剧主人公柳叶是当代戏曲

舞台上的一个新形象。

本剧剧情从新娘柳叶在新婚之日送

丈夫奔赴抗日前线，新娘苦等爱人归来

展开，通过一个美丽、善良女性的悲剧命

运，揭示了深邃复杂的社会历史基因。

在宗法家族的封建礼教、传统习俗的陈

旧观念的重重挤压下，深明大义、守信

诺、忍辱负重、忠贞善良、彰显着人性光

芒的新女性被扼杀了。她不是叱咤风

云的时代英雄，也不是三从四德的旧女

性，她是在新旧社会交替、民族矛盾与

阶 级 矛 盾 尖 锐 斗 争 的 特 定 时 代 的 产

儿。同时剧中围绕柳叶设置的瑞轩、

石头、小兰、公婆、族长等人物亦各有

所 司 ，铺 就 了 主 要 人 物 的 生 存 环 境 。

戏剧情景通达顺畅，叙事与抒情交相

辉映，抗日战士殉国之悲壮与柳叶、瑞

轩 深 夜 喜 逢 之 情 致 是 全 剧 的 华 彩 乐

章。唱词俗中见雅，本色当行。音乐

唱腔在保持着秦腔高亢激越本体的基

础上，吸纳了民间和时尚的音乐元素，

尤其加强了抒情性，增强了音乐唱腔

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舞台美术典雅大

气而不堆积，内外景主要以挂幕与吊

片构成，为表演流出了足够的空间，加

以灯光疏密强弱的渲染，营造了虚实

相间、雅淡清丽的戏剧情境。前后三

次出场的婚轿，既平添了舞台亮色、点

染 了 民 俗 色彩，更突显和映照了主人

公的艺术形象 。

其二，编剧谢家姐妹（谢迎春与谢

艳春）当时是剧坛的两位新人。

她们原本不是专职编剧，姐妹二人

初为教员，后来姐姐迎春常年工作在文

化行政部门，妹妹艳春从事戏剧研究工

作。但她们对戏剧创作情有独钟，励志

笃学，虚心求教，厚积薄发，出手不凡。

此前她们有过若干习作，该剧却是初次

亮相便赢得碰头彩。此乃是她们辛勤

的结晶。

其三，饰演主人公柳叶的惠敏莉是

一位初显锋芒的优秀青

年演员。

惠 敏 莉 原 为 黄 土 高

坡的农村娃，从艺廿余年

来，由于她的聪慧好学，

执著敬业，打下了厚实的

基 本 功 ，经 受 了 舞 台 磨

炼，然而始终未能在更大

的 空 间 和 更 隆 重 的 场 合

展现她的才气。直到《柳

河 湾 的 新 娘》的 成 功 上

演，才让来自北京的专家

和 全 国 各 地 的 戏 剧 工 作

者一睹她的芳华，她饰演

的主人公柳 叶 有 着 外 柔

内 刚 、秀 外 慧 中 的 整 体

神 貌 ，初 嫁 时 的 温 润 秀

丽、淑雅恬静；守望时的

心 笃 神 定 ，静 夜 思 夫 的

神往；夫妻相聚的甜蜜；

闻 噩 耗 时 的 坚 贞 ，受 责

打 时 的 刚 烈 …… 惠 敏 莉

对 柳 叶 性 格 发 展 的 行 进

轨 迹 ，心 路 历 程 和 情 感

波 澜 刻 画 细 腻 ，形 象 鲜

明 。 惠 敏 莉 的 演 唱 以 情

驭声，声情并茂。唱腔声音甜美，韵味

纯正。缠绵中满含着苍凉，哀怨中充

盈着甜美。字字句句柔中有骨，骨中

有血，血中有情，将一个民族大义前忍

辱负重，国难当头时坚守爱情的新娘

表演得十分到位。这部戏挖掘了她身

上多年的艺术积累和综合素养，她塑

造的角色有血有肉、耐人寻味。她就

是凭借在该剧中的表演当年一举赢得

第二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乃实至

名归。

众人拾柴火焰高。戏剧是综合艺

术，也是群体艺术，需编、导、演、音、美

的通力合作，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统

领群体的指挥中心。拥有百年艺龄的

易俗社，乘改革之东风，锐意进取，慧眼

识才。据说《柳河湾的新娘》 的文本被

一位社领导珍藏了 3 年才推上了舞台，

终于使一部既有深邃厚重的思想意蕴，

又有精致美学价值的力作得以应时面

世。多年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惠敏莉

得以才艺大展，一颗剧坛新星在西北大

地冉冉升起。

时隔 8 年，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上，惠敏莉再获殊荣，凭借

《柳河湾的新娘》一剧中的精湛表演，成

功夺得第十五届文华表演奖。她再一

次博得专家评委及戏迷的高度赞扬。

专家评委给她的评语是：惠敏莉在秦腔

《柳河湾的新娘》中塑造了在凄苦人生

中 闪 耀 着 人 格 光 辉 的 女 性 柳 叶 的 形

象。在人物刻画上，形象鲜明，表演细

腻，通过唱、念、做、舞多种艺术手段，多

方面表现了柳叶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

精神之美。

《柳河湾的新娘》从 2008 年演到现

在，先后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全

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多个国家级、省

市级大奖，对易俗社的剧目建设、人才

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她本人将获

文华表演奖看成一种鼓励，身为易俗社

社长的她宣称将一直延续着易俗社老

一辈艺术家的办社宗旨：辅助教育、启

迪民智、移风易俗。

喜获 文 华 表 演 奖 既 是 对 这 部 作

品 的 又 一 次 肯 定 ，亦 是 对 她 个 人 的

肯 定，更是她艺术历程中又一个新的

起点。

柳河湾的新娘为何这般靓丽
王蕴明

戏曲理论家安葵新著《戏曲理论与

美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月版）

囊 括 了 现 代 戏 曲 理 论 研 究 中 最 为 基

础、最为关键、最为艰深的一系列学术

话题。

建设中国现代的戏曲理论必须以

古典戏曲理论为基础，安葵对古典戏曲

理论脉络进行了深入梳理，并写成《诗

的坚持和剧的自觉——明代戏曲理论

研究和批评》《清代戏曲理论的趋向、成

就 和 影 响》《昆 曲 的 历 史 和 理 论》等

文。此外，就新中国建立以来和新时

期戏曲理论发展的诸多问题，安葵先生

撰写了《戏曲研究五十年》《伴随忧患意

识前进——戏曲“讨论”三十年》等文章

对此进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上文

章构成了《戏曲理论与美学》的第一辑

“戏曲理论研究述略”。

在戏曲理论研究的道路上，许多前

辈学人筚路蓝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

作。安葵认为，研究戏曲理论必须研究

前辈理论家的成就和贡献，“接着做”

“接着说”比“重新做”“重新说”更为重

要。因此，第二辑里收入了他对欧阳予

倩、阿甲、张庚、郭汉城等诸位戏曲理论

家和艺术家的研究文章，总结了前贤们

对中国戏曲的理论贡献。

《戏曲理论与美学》第三辑“若干理

论问题辨识”，收入了《20 世纪中国戏剧

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中国现代戏曲理

论的构成和新的建设》《如何对待西方

戏剧理论》《论戏曲“关目”》《论戏曲程

式》《论戏曲行当》等多篇参与学术讨

论而写的文章。基于对戏曲艺术特点

和价值的认识不同，无论是学者之间

对 近 百 年 来 戏 曲 发 展 历 程 的 理 解 不

同，或是彼此对戏曲艺术以及戏曲理

论发展有不同的认知和见解，都是在

所难免的。为此，学术争鸣可以在辩

论中把对问题的思考引向更深处，促

进理论成果凝聚。安葵认为：“能与不

同思想、不同观点的人辩论和学习都

能有所收获。有朋友互相辩论才能促

进自己的思考。”

安葵对戏曲理论的深耕不辍，还体

现在近年来他着力对戏曲美学范畴的

研究上。他认为中国戏曲美学与西方

戏剧美学的不同首先体现在美学范畴

上，因此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曲理论

建设，必须深入到戏曲美学层面。于

是，《戏曲理论与美学》第四辑“戏曲美

学范畴论”收入了他对“形神论”“虚实

论”“内外论”“功法论”的研究心得。

安葵主张：“中国现代戏曲理论是

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资源的基础上，

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并通过

总结现代戏曲实践经验而创建。”这既

是他对戏曲理论家张庚关于现代戏曲

理论框架建设观点的承继，也是他结

合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当代戏曲评

论实践以及对戏曲创作进行理论总结

过程中的思考和拓展，更是一直支撑

他围绕中国现代戏曲理论建设深耕不

辍的理念。当前，不少学者热衷以泛

西方化的理论话语去解释中国戏曲理

论问题，但观点论述不得要领。其问

题的症结在于，其论述没有对古典戏

曲理论资源进行充分的现代转换，对

西 方 现 代 戏 剧 理 论 缺 乏 本 土 化 的 对

接，更缺乏对现代戏曲实践经验进行

系统总结。

从书末《戏曲批评与理论建设——

戏曲理论家王安葵先生访谈》一文，我

们可了解安葵治学之路。戏曲批评是

戏曲理论的应用和理论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安葵最早也是从戏曲评论介入

研究的。他结合当时大量的剧目观摩

和研讨经验，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

总结出当代戏曲创作的规律和特点。

对于当前的戏曲批评环境存在的“不在

场”问题，安葵也指出了报刊发表评论

文章不及时、缺少较高专业水平的评

论、对戏曲批评作用的认识错位等原

因。他认为，批评家首先是读者和观

众，应该既能理解创作者，又能理解读

者和观众，并能促进双方理解，成为创

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安葵在长期的学术工作中得出了

“从实践中探真知，经积累而求建树”的

体会，此书贯彻这一理念，也刚好印证

了他从戏曲批评介入、继而深入戏曲理

论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方法。

看地处鄂州的湖北京剧二团青年

演员演出的少儿神话京剧《梁子湖传

说》，掩不住内心的兴奋，又不时引起我

阵阵思考。京剧观众究竟从何而来？

京剧怎样才好看？雅俗共赏，老少皆

宜？总说争取青年观众，可还有少儿观

众呢？振兴京剧如何从娃娃抓起？

这个团的演员为儿童演出神话故

事，也博得成年观众的青睐与喝彩，使

人大开眼界。我常想大人戏，儿童之所

以不爱看，常因看不懂；儿童戏，对路了

儿童爱看，大人也爱看。何以如此？一

是大人也从儿童走过，容易理解；二是

大人都有孩子，正愁找不到孩子爱看的

戏，自然愿期盼寻找；三是大人也有童

心，与孩子同乐，自己也变小了。

看来无论从社会原因或从心理方

面检索，儿童剧从来都是大人与孩子的

共同需要。自然，孩子的爱好是儿童剧

的第一要求，必须以儿童的心理和逻辑

去编导、去演绎。于是，编、导、演选择

了神话，而且是儿童神话，让儿童能看

得懂、觉得有意思。可见，剧团真的是

为孩子想，为大人想，也即为观众想。

观众，是剧团的生存之本，尤其在市场

不景气的今天。

选择 小 龙 鱼 与 旺 湖 为 主 要 人 物 、

展 开 戏 剧 冲 突 ，很 有 眼 光 。 旺 湖——

一 个 我 们 身 边 成 长 中 的 孩 子 。 小 龙

鱼——一条我们常见的动物界最美丽

的小精灵。金鱼人人爱，因她美丽的

身 姿 和 自 由 的 神 态 ，为 孩 子 所 熟 知 。

小 龙 鱼 的 美 不 仅 在 外 形 ，更 在 内 心 ，

被 旺 湖 妈 救 起 放 生 ，后 知 恩 图 报 ，甚

至 为 满 足 旺 湖 利 己 损 人 的 个 人 私 欲

不 惜 铤 而 走 险 ，身 罹 绝 境 。 我 们 看

到 ，与 人 类 同 享 一 个 地 球 的 小 动 物 ，

其“善良”的本质与本应拥有良知、教

养的人类，有着何等的差异 ？ 剧 作 本

为 写 自 然 界 污 染 ，而 人 类 心 灵 的 污

染 却 使 我 们 更 为 警 醒 与 愧 疚 ！ 戏 的

立意由此深化。

对孩子 而 言 ，这 个 剧 是 循 循 诱 导

的 。 神 话 剧 里 有 旺 湖 妈 妈 的 言 传 身

教，旺湖自身的 不 断 反 思 与 斗 争 ，能

使 孩 子 们 在 寓 教 于 乐 中 感 悟 成 长 。

编 导 将 旺 湖 心 中 的 坏 念 头 外 化 为 一

个“ 小 妖 怪 ”，让 他 跳 出 来 不 停 地 怂

恿 、教 唆 旺 湖 做 坏 事 ，激 起 现 场 小 观

众 的 一 片 喊 打 声 ，说 明 小 观 众 看 懂

了 ，也 证 明 剧 目 包 含“ 童 趣 ”“ 童

真 ”。 剧 中 这 种 手 法 ，能 吸 引 儿 童 观

众 的 好 奇 与 关 注 ，足 见 戏 曲 虚 拟 、写

意 、夸 张 、传 神 的 魅 力 ，一 样 可 以 作

用在儿童身上。让孩子们看懂了，喜

欢 上 京 剧 了 ，这 不 啻 是 一 种 戏曲普及

的途径。

针对孩子，论京剧的魅力，武戏优

于文戏。功夫、技巧、火爆、新奇不可

少。后半部，人类统治者，为享受小龙

鱼，仗权污染湖水，毒害生灵，鱼鳖虾蟹

为保护护小龙鱼与官府大战，刀枪剑

戟，满台生辉。结尾处，旺湖在母亲的

赞许下发誓改过、与洪水搏击，化岛救

民，武功夺目，舞蹈翩然，感情充沛且充

满新意，旺湖由犯错误的孩子，变成舍

己救人的英雄。剧情发展至此，全体观

众鼓掌，孩子欢呼……

编剧 兼 总 导 演 习 志 淦 宝 刀 不 老 ，

为发展创新京剧艺术做出新贡献。全

体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精彩表演令人

亢奋。

80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无数自然天险，

跨越罕见生命禁区，在国民党几十

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枪林弹雨中，长

驱二万五千里，历时两年，完成了北

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历

史上智勇卓绝、无与伦比的战争奇

观。这一震惊中外的宏大史诗，早已

被搬上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戏剧。

在这种背景下，八集文献纪录片《长

征》何以能依然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引人入胜？其成功之

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重视理论

引导。

如何看历史，往

往见仁见智。《长征》

的 成 功 在 于 它 能 驾

驭历史文献资料，通

过 理 论 分 析 阐 发 史

实 的 精 髓 ，从 而 使

《长 征》的 教 育 意 义

最大化。例如，第五

次 反 围 剿 失 败 是 长

征的直接起因，为了

向 观 众 揭 示 这 一 背

景 的 深 层 原 因 ，《长

征》以简明扼要的通

俗语言，生动地对比

了 毛 泽 东 符 合 中 国

国情的“山沟沟里马

克思主义”和王明脱

离中国国情“左”倾教

条主义的优劣，使观

众一目了然谁是正确

路线的代表。在讲述

四渡赤水这一“神来

之笔”后，《长征》解说

词又引导观众提升了

理 论 境 界 ：“ 兵 无 长

势，水无常形，要善于

在被动中掌握主动，

在险境中寻找生机。

毛泽东思想依然是我

们今天面对各种挑战

克 敌 制 胜 的 力 量 之

源。”在总结长征胜利

的原因时，不忘唯物

史观的基本观点：“战

争的较量，不仅是军

事的较量，更是民心的较量。离开人

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会寸步难行。”

二是善用故事感人。

《长征》讲了很多生动感人的小

故事。当阐发毛泽东在挽救党、挽

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

的巨大作用时，该片讲述了遵义会

议后周恩来对博古说的一段话：“现

在看来，我们这些人真的不如毛主

席，这一点你要服气，只有毛主席才

能把我们带出去。”说这话时，周恩

来是党内军事最高负责人，博古则

是此前党中央最高负责人；这三言

两语的小故事是何等有说服力。在

阐发长征伟大意义时，引用了埃德

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

“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

之一。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二世

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

斯山的进军，只不过是一次轻松的

夏 日 远 足 。”讲 述 了 索 尔 兹 伯 里 在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长

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

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

彩神奇的篇章。”在反映人民群众踊

跃参加红军、敢于担当、视死如归时，

该片又讲述了“17棵树”的故事，瑞金

黄 沙 村 仅 剩 下 的 17

个男青年，一起参加

红军。他们明知一去

难归，还是义无反顾，

临行前每个人栽下一

棵树以给后人留做纪

念。这是何等气壮山

河。

三是突出信仰

力量。

《长 征》比 以 往

任 何 一 部 电 视 片 都

更 旗 帜 鲜 明 地 强 调

信仰的力量。例如，

在翻越雪山时，许多

红军战士都被冻死、

累死、饿死。后面爬

上来的红军发现一只

紧握拳头、已被冻僵

的胳膊从雪中向上伸

出，当人们掰开拳头

时，发现了一本党证

和一枚银元，这是名

叫“刘志海”的共产党

员牺牲前最后交出的

一次党费。这是何等

催 人 泪 下 的 坚 定 信

仰！瑞士传教士勃沙

特 同 红军接触 18 个

月之后，在自己的著

作《神 灵 之 手》中 写

道：“红军具有令人惊

异的热情、追求和希

望，他们对自己信仰

的 执 著 是 前 所 未 闻

的 。”可 见 红 军 的 信

仰是何等坚定、感人

至 深 。 在 红 军 长 征

到达陕北时，该片的

解说词令人信服地指出：支撑红军

的“ 始 终 是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 的 信

念。这种理想和信仰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灵魂。有了

它，国家就强盛，民族就兴旺，军队

就 会 成 为 一 支 永 远 不 可 战 胜 的 力

量。”真是画龙点睛，突出了“信仰就

是力量”。

该片将激励我们党不忘初心、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带领人民勇

敢睿智地行进在新的长征路上，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理想而不懈奋斗。

（作者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中心主任）

松林 《梅兰芳全集》前不久

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

合作出版了。共 8 卷，600 多万字，

全集还外加两卷梅兰芳经典唱片

光 盘 ，文 献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 不 用

说有多强。“梅迷”们早就对之望眼

欲穿。

梅兰芳一生著述很多，有《舞

台 生 活 四 十 年》《我 的 电 影 生 活》

《东游记》等单行本，也有结集而成

的《梅兰芳艺术散论》。虽然 2000

年曾经有一套《梅兰芳全集》将以

上各种图书及梅兰芳演唱的剧本

进行了汇总，但他的书信、诗词和

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没得到完整

的 搜 集 和 整 理 。 这 部《梅 兰 芳 全

集》重要价值简短来说，首先是新

发现了著述、史料与文献。梅兰芳

各个时期散见于各类报刊的文章

非常之多，其中全集编纂过程中新

发现的就有 200 多篇。这些文章和

资料此前从未结集出版过，也是出

版全集的重点和最富有研究价值

和意义之处。其次是对之前出版

的 梅 兰 芳 作 品 进 行 了 错 讹 纠 校 。

在挖掘史料的过程中，该书编者发

现，此前出版过的各个版本的梅兰

芳有关著述，均因为社会背景、历史

原因等被不同程度地增删过。此次

整理，编者本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的原则，将以原初文字为基础适当

校注，把不同版本予以对照，为研

究者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资料。

天翼 在这个隆冬，中国舞台

迎来了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德国

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演出《罗密欧与

朱丽叶》，这明显是在莎翁逝世 400

周年之际，向伟大的剧作家致敬。

由于对该舞团以及对著名编舞家

约翰·克兰科有太高的期望，我在

走出剧场后，却也感到些许遗憾。

从整体的戏剧发展和结构安

排来看，这部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期望，似乎真正走入人物内心世界

的桥段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平铺

直叙地讲故事。全剧最出彩的部

分无疑是第一幕，罗密欧与朱丽叶

幽会的一段双人舞，双人舞中，两

人都将动作延伸到最大，在大开大

合之间保持了极高的流畅度，尤其

在托举动作中，将芭蕾舞轻灵飘逸

的审美追求几乎做到了极致。这

个 舞 团 的 实 力 还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但遗憾的是，像这样精彩的舞段放

置在全剧的结构设计中，似乎有些

被埋没了的感觉。有时候，一些遗

憾和不完美反而更容易唤起我们

对大师的怀念。如果说《罗密欧与

朱丽叶》还不够完美，那么在 3 年后

诞生的舞剧，仍由约翰·克兰科编

舞的《奥涅金》，则完全可以被列入

经典的行列。约翰·克兰科年仅 40

多岁就英年早逝，倘若给他更多的

时间，他定会创造更多的经典。

智联忠 川剧《尘埃落定》赴

京参加了“南方戏曲演出季”。该

剧根据著名作家阿来同名长篇小

说 改 编 而 成 ，通 过 土 司 家 二 儿 子

“傻子”的独特视角，呈现了土司制

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紧凑流

畅的叙述中，川剧高腔之风采与性

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舞

台呈现充分展示地域风格，发扬川

剧艺术手段，古朴、细腻。在音乐、

舞蹈及装饰上，巧妙融合藏元素，

而不觉生硬怪异。美中不足：傻子

“傻”之真假，在剧中前后叙述得不

甚统一，人物走向犹存模糊之处。

戏剧节奏与音乐形象也略显单调

而少变化。

快
言
快
语

重
视
理
论

善
讲
故
事

突
出
信
仰

——
——
八
集
文
献
纪
录
片

八
集
文
献
纪
录
片
《《
长
征
长
征
》》
的
成
功
之
处

的
成
功
之
处

张
国
祚

实践探新知 积累求建树
——读安葵专著《戏曲理论与美学》

罗 丽

振兴京剧应从娃娃看得懂抓起
———儿童神话京剧—儿童神话京剧《《梁子湖传说梁子湖传说》》观感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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