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勤苑沪剧团推出的沪剧

新戏《51 把钥匙》将目光投向上海

街道里弄的千家万户，现代城市

社区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交织的

故事犹如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依

靠主要人物的感人行动，错落有

致、和谐自然地串联在一起，洋溢

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着清新

质朴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幅多

姿多彩的当代都市风情画卷。作

为 流 行 于 黄 浦 江 两 岸 的 地 方 剧

种，沪剧长期以来形成了清丽、委

婉、细腻的独特风格，特别擅长表

现家长里短的百姓生活。《51 把钥

匙》创作的成功也同样得益于对

沪剧这一优势的重视和发挥，全

剧情节围绕家庭医生的诊疗活动

展开，4 个家庭几条矛盾线索纠葛

交错发展，构成一场场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的好戏。实践再一次证

明，现代戏创作的题材选择不能

不考虑剧种特点，扬长避短往往

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最为可贵的是，这个戏不回

避生活中的矛盾，敢于直面现实、

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全剧

聚焦 3个家庭的不同遭遇，真实表

现了当前困扰群众生活的看病难

问题，对普通人就医困境的种种

形象描绘让观众心中不时泛出一

阵阵酸涩的滋味。尽管戏曲长于

抒情，但面对生活的坎坷，《51 把

钥匙》并没有一味营造哭哭啼啼

的场面，仅仅让观众洒一把同情

之泪，而是将戏引向更深的层次、

更高的品位。其中几把钥匙细节

的描绘既生动别致，又入情入理，

不仅写活了几个社区居民，对女

主人公形象也起到了有力的烘托

作用。

戏 曲 作 品 归 根 到 底 是 要 写

人，这个戏在艺术上给人印象最

深的还是对一个家庭医生形象的

鲜活塑造。女主人公严华美丽善

良，热爱生活，把家庭医生当做毕

生奉献的事业。她通过精湛的医

术和贴心的服务与社区内的病人

建立了融洽的医患关系，病人们

纷纷将家中的钥匙交给她，这些

钥匙成了对她最大的肯定。严华

的扮演者王勤是国家一级演员，

她扮相端庄靓丽，唱腔圆润甜美，

表演细腻传神，形成了自己的艺

术特色。表演过程中，她用心去

感受、以情来呼应，于细微处见精

神，赋予人物一种昂扬向上、催人

奋进的力量，在沪剧舞台上真实

再现了一个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的社区家庭医生形象，表演上也

有不少新的探索和突破。

沪剧现代戏常常因为缺乏对

戏曲表现手段的充分运用而被视

为话剧加唱，《51 把钥匙》较好地

克服了这一弊端。编导在沪剧戏

曲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引人注目，

无场次的处理形式增加了全剧的

灵动感，也使表演节奏更加舒缓自

如。以“读信”这种沪剧特别擅长

的传统方式表现耿老师去世前的

嘱托，让人深受感动。寻找因老年

痴呆症而走失的老人一段戏，载歌

载舞，不仅身段优美、唱腔清醇，而

且声情并茂、意蕴深远，成为沪剧

现 代 戏 中 戏 曲 化 表 现 的 经 典 范

例。正是对戏曲艺术传统的虚心

学习、努力传承、成功发扬，使这个

戏魅力独具，好听好看，赢得了广

大观众的青睐和共鸣。

（作者系上海沪剧院艺术室

原主任、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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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改编是对原著的突破与超越
———简评闽剧—简评闽剧《《苏秦还乡苏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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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民心接地气，颂大爱抒真情
——评沪剧《51把钥匙》

褚伯承

触动青少年的心灵
———琼剧—琼剧《《父爱如山父爱如山》》观感观感

符传杰

故园他乡都是根
———评新疆石河子豫剧团新编豫剧—评新疆石河子豫剧团新编豫剧《《我的娘我的娘··我的根我的根》》

李小菊

新疆石河子豫剧团演出的

豫剧《我的娘·我的根》讲述了一

段“差了辈分”的黄昏恋，抒发了

一代兵团人追思少年壮游、追寻

精 神 之 根 过 程 中 的 浓 烈 情 感 。

这出以抒情为主线的戏充满了

欢声笑语，以一种轻喜剧的形式

展现了兵团人深深的家国情怀

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两个年逾花甲的兵团老战

士铁秀英和曹德法，一个青年守

寡，一个晚年丧妻。在热心战友

“大嗓门”的撮合之下，二人再续

前缘，谈婚论嫁。可是当铁秀英

的儿媳站在她面前时，才发现儿

媳原来是曹德法的孙女，未来的

“老伴儿”变成了“亲家叔”。这

种极富喜剧色彩的戏剧冲突可

谓强烈。怎么办？兵团老战友

出面劝解，儿孙又孝顺明理，俩

人最终喜结良缘。然而编剧并

没有在制造戏剧冲突上过多着

墨，也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在儿

女对待父母婚事的态度上大做

文章，而是用一种温情的笔触，书

写兵团人对故乡、兵团、国家浓得

化不开的感情，以及兵团人拥有

的人性之善与人情之美。

河南人铁秀英和上海人“大

嗓 门 ”因 为“ 黄 河 流 域 的 土 ”和

“长江流域的洋”在兵团“斗”了

一辈子，事实上表现出俩人对各

自 的 故 乡 —— 河 南 和 上 海 深 深

的眷恋之情，这恐怕是每一个兵

团 人 都 有 的 故 土 情 结 。 而 兵 团

人最可贵的精神，是长期共同生

产、共同战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 的 战 友 生 活 赋 予 他 们 的 博 大

胸 怀 。 他 们 不 拘 小 节 、不 计 前

嫌、与人为善。

如果 说 该 剧 的 前 半 部 分 充

分 表 达 了 兵 团 人 对 故 乡 的 思 念

和眷恋，那么，随着曹德法的出

现，剧作又开始浓墨重彩地表现

兵 团 人 对 兵 团 的 深 厚 感 情 。 铁

秀英与曹德法两个人故地重逢，

他 们 的 话 题 离 不 开 当 年 在 兵 团

共 同 屯 垦 的 情 景 。 铁 家 小 院 喝

酒一场，是铁、曹俩人感情升华

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伴随着他

们 对 兵 团 生 活 的 深 情 回 忆 。 他

们达成共识：“越来越觉得兵团

才是咱的根。”他们在兵团第二

次安家，在兵团找到了自己的另

一个根。

兵团人这种双重寻根的艰难

过程，具 有 普 遍 性 和 代 表 意 义 。

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了生存、发

展背井离乡，故乡的亲人、家乡

的小调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情

感慰藉。当他们站稳脚跟、功成

名就之后，总是惦记着要回到故

乡，然而，当他们满怀深情地回

到故乡的时候，却总是遇到“儿

童 相 见 不 相 识 ，笑 问 客 从 何 处

来”的尴尬，他们往往不得不转

过身去，“反认他乡作故乡”。无

论是“埋着祖宗坟”的故乡，还是

“埋藏我青春”的他乡，都是游子

不变的牵挂。《我的娘·我的根》

一剧，生动深刻地为我们描绘出

这两种珍贵的情感，引起无数观

众的共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闽剧《苏秦还乡》的改编、创排

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与探讨。与传

统本《苏秦假不第》相比，改编本

《苏秦还乡》打破了原作的结构，调

整了人物关系，摒弃了以往修修补

补、加加减减的流行做法，采取了

脱胎换骨的“技术处理”而进入真

正意义的创作，使之成为与《苏秦

假不第》剧完全不同的新作品。

传统本以苏秦为主人公，全剧

以他出门求官为开端，得官回家、

教训家人为结束，批判了嫌贫爱

富 、“ 看 人 下 菜 碟 ”的 势 利 观 念 。

而改编本将原著中的三号人物苏

代（即剧中的三弟）提升为一号人

物。以苏代掩护苏秦出门求官而

引发一家人的矛盾冲突为开端，

又以苏代迎接得官而归的苏秦、

并设计出“不第”的假戏让长着势

利眼的人受到教训而结束，精彩

地塑造出苏代这个质朴善良又仗

义执言，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喜剧

人物。

主人公的改变往往会带来主

题立意的改变。传统本抨击的是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现在因苏代

成为“主人公”，使得改编本的主题

立意变为成人之美、美美与共，还

带上一些救贫解困、见义勇为的味

道。与传统本的旧主题相比，新本

的主题立意更加丰富，实现了很大

的突破与超越。苏代这个人物的

塑造，给新本的艺术风格带来新的

变化，使得原本略带悲喜剧因素的

风格，转变为轻松喜剧。旧本以苏

秦为主人公，因他的命运乖蹇、遭

遇的种种不幸，多少带有悲剧色

彩。加上其妻周氏挨打、挨骂、受

罚时，场景、画面较为压抑凄凉，唱

腔痛苦哀怨，给传统本增添了不

少悲剧气氛。而主人公换成苏代

后，因其喜剧性格、喜剧动作和喜

剧语言，使得整台戏生动活泼、高

潮迭起，喜剧气氛十分浓郁。满

台的幽默风趣、满场的笑声掌声，

让这台戏好看耐看，从而使观众

看了又看，欲罢不能，获得了从前

没有的审美愉悦和欣赏满足。

《苏秦 还 乡》的 导 演 匠 心 独

运，把戏排 得 流 畅 且 充 满 生 机 ，

设计了大量充满情趣的表演与

形 体 动 作 。 以“ 义 盗 ”一 场 为

例 ，女 导 演 林 建 萍 以 其 特 有 的

敏 锐 与 细 腻 ，有 层 次 地 展 示 了

苏 代“ 义 盗 ”的 整 个 过 程 ，特 别

是 寻 找 钥 匙 的 动 作 设 计 ，没 有

很 深 的 舞 台 表 演 功 力 与 丰 富

的 经 验 ，是 不 可 能 产 生 那 么 多

妙 趣 横 生 的 形 体 动 作 的 。 导

演 善 于 运 用 闽 剧 表 演 程 式 与

技 巧 ，给 全 剧 增 添 了 耀 眼 的 色

彩 。 全 剧 舞 台 调 度 灵 活 ，上 下

场 衔 接 紧 凑 ，戏 抠 得 很 细 ，人

物 个 性 突 出 ，画 面 精 美 ，造 型

独 特 。 大 处 上 看 ，整 台 戏 通 顺

流 畅 、大 气 磅 礴 ；若 从 小 处 观

察 ，又 让 观 众 觉 得 戏 份 很 足 、

精美绝伦。

（作者系福州市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一级编剧）

琼剧《父爱如山》令人感动，它

点到了人们心中最柔软、最容易触

动的部分——亲情：父与子的亲、

子与父的怨、父子间的情，无不揪

着观众的心。而剧中反映的青少

年道德素质问题、社会上存在的拜

金主义现象更是引起了观众的强

烈共鸣。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经济繁

荣，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人们的道德观念却越来越淡薄，

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美德——

文明、礼让、敬老、孝亲等在人们的

意识里，特别是新一代青少年的概

念里越来越模糊，注重自我、物欲

膨胀、讲究享受、互相攀比的现象

比比皆是。剧作者把一些青少年

注重物质攀比和享受的问题在剧

中主人公丁阳身上充分展现，把一

位得不到物质满足就觉得十分没

有面子，便对父亲百般伤害的中学

生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姐

姐对丁阳进行教育的时候，他的举

动、语言和冷漠态度都把这种素质

缺陷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中的丁

父悉心照料儿女，作为一个父亲，

他关爱自己的孩子，总是竭尽全力

张开羽翼为儿女们遮风挡雨，然而

命运之神所安排的“回报”却彻底

击垮了这个善良的父亲。面对叛

逆的儿子，无奈隐忍与期待矛盾交

织，在老师和同学的面前他想认而

又不敢认子的悲凉之情无以言表，

他清楚地意识到儿子已经偏离了

美德轨道。在儿子的病床前，丁父

也不禁反思自己对儿子无止境、无

条件包容甚至溺爱的错误教育。

而直面这些问题无疑是《父爱如

山》的最大意义，人们迫切需要这

种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让迷惘的

心灵得到指引。

另外，我觉得《父爱如山》的最

大优点在于培养琼剧观众。在观

看此剧之前，我曾听说该剧进校园

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刮起一阵

“琼剧风”。不得不承认，中国戏曲

文化呈日益衰落趋势，琼剧艺术也

是如此，不但主创人员断层、演员

青黄不接，就连观众也大多是一些

老年人，年轻人极少，这对传承琼

剧文化是一个危险信号。为了传

承和弘扬琼剧这门几百年传下来

的本土优秀艺术，培养年轻观众及

爱好者势在必行。而《父爱如山》

一剧如一阵及时雨出现在校园，还

如此受到青少年的接受和喜欢，这

无疑是一大喜讯。总之，一部琼剧

剧目能够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人文素

养，引领学生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

文化，提高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一定的作

用，作为琼剧的一名参与者，足慰

吾心矣。

（作 者 系 海 南 省 琼 剧 院 副 院

长、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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