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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沃野》是黑龙江省评剧艺

术中心创排的一出大型原创现代评

剧。强大的主创阵容、意蕴深远的

思想内涵、诗意灵动的舞台呈现、唱

表俱佳的精彩表演，让这出戏呈现

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众所周知，评剧以表现现代生

活见长，《刘巧儿》《杨三姐告状》都

是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评剧

经典保留剧目，可以说，广阔的现实

生活是评剧创作的一块沃土。《千里

沃野》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立足

当代，讲述了女主人公薛燕为带领

村民致富，带头成立合作社，经过不

断的探索与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

终于闯出一条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

新路。

在创作原则上，该剧紧贴生活、

紧贴时代，立足地域、立足当下，将

焦点对准了农业、农村、农民。黑龙

江是一个农业大省，广阔的平原为

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提供了

大舞台。《千里沃野》表现的正是在

这种地理条件下，黑龙江农民结合自

身地域优势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反映

了在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下，黑龙江

农业发展的喜人态势，以及农机合作

社为黑土经济带来的巨变，传达了万

众一心、精诚合作的拳头精神和时

代主题。

与此同时，作者还将笔触深入

到农民的内心，将新时期农民对合

作社从抵触到接受的全过程纳入农

民对土地的感情之中，表现了农民

对这片黑土地的依恋与深情。

在人物设置上，作者通过鲜活

生动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坚韧、勇

敢的新时期农民群像，展现了现代

农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女主

人公薛燕是剧中的灵魂人物，作为

一位探路者，她无惧无畏、执着坚

守，为了给村民趟出一条致富新路，

不知疲倦、四处奔走；作为一个妻子、

母亲，她有愧疚、有不忍，儿子的突然

离世让她备受打击，但作为一个引领

者和带头人，她又强撑着站立起来，

只为了不愧对儿子、不愧对村民、不

愧对祖先、不愧对养育她的这片黑土

地。可以说，在薛燕身上承载了一种

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在演出中，薛燕的扮演者王

向阳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一人物的

性格特质，并用婉转细腻的唱腔、真

切自如的表演将一个女人、一个探路

者刻画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让观

众为之动容。

整 台 演 出 再 现 了 黑 土 地 新 农

村、新农民的精神风貌，是一种正能

量的积蓄与释放，为当代农民的探

路精神唱响了一曲赞歌。

《千里沃野》是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
创排的一出大型原创现代评剧，由剧作家
费守疆编剧，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导
演，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向阳领衔主演。

该剧取材于齐齐哈尔克山县仁发现代
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凤玉的个人
事迹，讲的是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下，主人

公薛燕为回报家乡、回报黑土地，放弃了乡
里的优越生活，与其他六户村民自筹资金
组建了“联丰现代农业合作社”，经过几年
的探索与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闯出
了一条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新路，展现了
新时期黑土地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以及他
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深情。

现代评剧现代评剧《《千里沃野千里沃野》》展现黑土地新农民精神风貌展现黑土地新农民精神风貌

一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群

朴实无华的农民、一个勇敢无畏的

探路者、一段割舍不下的黑土情，这

既是现代评剧《千里沃野》的创作支

点，也是贯穿于整部戏的中心旨归。

该剧由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

鹰导演，在导演手法上，诗化意象是

王晓鹰导演的一贯追求。正如他在

导演越剧《赵氏孤儿》时说的那样：

“话剧导演排戏曲，需要对戏曲有尊

重之情和理解之心，也需要给戏曲

带来新的生命活力。”戏曲新剧目创

作如意欲寻求创新突破，在表演和

导演的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要强调

一个“新人物”的形象塑造，重视人

物内心具体情感活动的表达，适当

加强人物之间表演的相互交流；另

一方面，还应既保持原有美质、继承

传统，又寻求创新突破、发展传统，

有意识地在更高层次上领悟、践行

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原则，追求以

神为重的“神形兼备”、以意为重的

“意境交融”、以情为重的“情理统

一”的境界，在舞台演出中创造“诗

化意象”。

在《千里沃野》的创作定位上，

以“诗化风格”贯穿始终。着力用意

象化、情感化的场面将农民和土地之

间的关系写成诗意的底蕴。入社还

是不入社只是表层现象，故事的真正

动力和根源则是人与土地的关系。

因此，在舞台呈现上，无论是舞蹈语

汇还是音乐表达，都力图诗意地再现

人物情怀，传达几十年来生活在这片

黑土地上的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

关系，传达世世代代的农民对土地的

依恋、眷恋之情。如剧中的祭祀场

面，一群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

人，一捧金黄饱满的稻谷，是对祖先

的怀念与追思，更是对土地的敬重与

敬畏。

中国传统戏曲是具有高度“舞

台假定性”的戏剧演出艺术。在本

剧中，王晓鹰导演充分运用了这种

“假定性”，如舞台上的演员既是歌

舞队的一部分又是村民的一部分，

他们可随时跳进跳出、自由转换，自

然而无任何刻意之感。

在一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一代又

一代的农民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

早已与黑土地融为一体、血脉相连，

他们用生命捍卫着这片黑土地，守

护着他们的祖先，坚守着他们的信

念，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千里沃野”。

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原黑龙

江省评剧院，以下简称“中心”）隶属于

黑龙江省文化厅，成立于 1948年 5月。

现有职工 228人，其中，具有副高职称

以上人员 93 人。黑龙江评剧 已 于

2011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心成为该项目的

保护单位，评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

获得者王向阳为该项目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

自成立以 来 ，中 心 始 终 扎 根 于

生活、服务于社会，将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充分发挥评剧“三贴近”的优

势 ，坚 持 以 编 演 现 代 戏 为 主 ，共 创

作、整理、移植、改编剧目 400 余部。

多年来，中心先后编演了《烈火

丹心》《民警家的“贼”》《半月沟》《大

山 里》《喜 鹊 登 枝》《半 江 清 澈 半 江

红》《任长霞》《风雪夜归人》等现代

戏，以及《花木兰》《白蛇传》《贼老

爷》《女皇武则天》《风流小狐仙》《双

和剑》《金兀术》《乾隆韵事》《明月照

人来》《血溅乌纱》《西太后秘传》等

古装剧，深受观众欢迎。其中，《花

木兰》《泪美人》等剧目被全国许多

剧种 和 剧 院（团）移 植 演 出 ，《白 蛇

传》曾 赴 朝 鲜 、越 南 进 行 慰 问 和 访

问演出，《叛逆的皇妃》《苏宁》等剧

目在世界青年联合会上被介绍给数

十个国家，《风流小狐仙》被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戏曲

艺 术 片 ，评 剧 电 视 连 续 剧《塞 外 悲

歌》成为黑龙江省第一部戏曲电视

连续剧，《山乡清风》亦改编成戏曲电

视剧，《半江清澈半江红》获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资助剧目并在国家大

剧院演出，《乾坤带》等剧目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还

录制 20 余集演唱专辑；《白蛇传》音

配像已录制完成，并向全国发行。

伴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推出，中

心涌现出一大批饮誉中国评剧界的

老艺术家和影响广泛的中青年艺术

家，同时一批青年新锐的崛起，不仅

使中心人才济济，更使中心充满了

艺术生机和无限活力。两届中国戏

剧梅花奖及数十项全国大奖，都为

中心赢来了满园春色。

由于多年的积累和几代艺术家

的不懈努力，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中心形成了雄浑热烈、深沉凝重、

粗犷野性、清丽情真、注重人物刻画、

表演朴实自然、焕发着浓郁黑土味的

艺术风格。

《千里沃野》是我继《半江清澈半

江红》之后与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

的第二次合作，此次合作加深了我们

彼此的默契，也让我再次看到了这个

专业评剧院团的精神风貌和整体实

力，尤其是梅花奖获得者、黑龙江评剧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向阳，她的演唱

清脆明亮、表演细腻自然，在敬畏传

统、尊重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创造、有

所突破，为全剧增色不少。

《千里沃野》讲述的是新时期以联

丰现代农业合作社理事长薛燕为代表

的新一代农民勇于探索、不畏险阻，带

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表现了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农民的情感历程，

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三农

题材是我们艺术创作中应该关注的一

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要想将这

一题材表现好，使人物更有质感，既需

要创作者掌握当今农业发展态势，更要

贴近生活，对生活有深刻的感悟，走进

人物内心，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将社

会发展趋势与人的情感变化结合起来。

中国戏曲是一种诗意化的演剧艺

术，其写意性舞台所创造的是非生活

常态的“诗”。导演戏曲，面对着的是

一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需要

保持原有美质，继承传统，充分发挥戏

曲的程式化、虚拟化特征，更要寻求创

新突破，发展传统，重视人物内心具体

情感活动的表达，有意识地利用程式

化手段渲染情感。把原来只在演员身

上的程式化处理带来的舞台自由，发

展成整个演出中的舞台自由，实现时

空的灵活转换，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深

刻的思想内涵，进而在整个演出中创

造整体性的诗化舞台意象。

评剧是一个生活气息浓郁、有深

厚观众基础，且容易吸收其他艺术门

类手法、注重兼收并蓄的剧种。在《千

里沃野》的创排过程中，我始终用意象

化的舞台表达再现东北这片广阔的沃

野，表现生长在这片黑土地上人的悲

欢聚散。比如说歌舞队的设计，演员

时而融入剧中扮演村民，推动剧情发

展，时而跳出角色扮演土地、扮演庄

稼。再如在表达农民与土地世代相承

的血脉联系，人与粮食不可分割、相依

相生的关系上，都有很多诗化、仪式化

的场面处理。这种建立在传统戏曲表

达方式上的通过“舞台假定性”进入戏

剧演出“诗化意象”境界的处理，不仅符

合戏剧情节发展、人物情感逻辑的需

要，更以广阔的艺术视角再现了黑土地

的广袤无垠，符合东北人的性格气质，

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戏曲在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形

成了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

美学追求，话剧导演排戏曲，就要尊

重、敬畏戏曲传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

上继承传统，在锐意创新的实践中发

展传统。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是我在

多年的导演创作中对民族戏剧精髓和

神韵的感悟，现在将这种经过实践体

认的感悟再带回戏曲创作中，也算是

一种回报和反哺吧。

《千里沃野》是根据齐齐哈尔克山

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凤玉的个人事迹创作而成的一出

大型现代评剧。

薛燕是当代新农民的一个代表，

她与我之前塑造的《乾坤带》中的银屏

公主、《风雪夜归人》中的玉春、《半江

清澈半江红》中的冷云截然不同，除了

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外，更重要

的是薛燕是新时期的新女性。她是一

个行业的领头人，在她身上，既有一个

创业者的勇敢执着，也有一个女人的

柔软脆弱。尤其是在剧中并无明显矛

盾冲突，更多的是人物之间思想观念

碰撞的故事架构下，如何将这一人物

的多重性格特质鲜明地刻画出来并立

于舞台之上，是对我的挑战和考验。

为了更贴近薛燕这个人物，我曾

多次赴五常市兴隆乡新立村体验生

活，看到了当今农村的喜人变化，也了

解了村民对合作社的看法，女村支书

付永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爽快

干练，每天穿梭在田间地头，深入各家

各户为百姓排忧解难。体验生活期间，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干农活，我用心观察

她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放

过，终于在她身上找到了塑造薛燕这个

人物的灵感。

演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薛燕从

小失去父母，是乡亲们把她拉扯大，是黑

土地把她养育成人，她对这片土地、对乡

亲们的感情是深沉且深厚的。因此，为

了报答这份恩情，她选择学习农业，放弃

了乡里的优越生活，回到了养育她的这

片黑土地。然而，创业之路并不平坦，合

作社遭遇亏损，丈夫的不理解、二叔的

埋怨让她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在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合作社终于步入正

轨，然而儿子突遇车祸身亡又给她带来

沉重一击。为了不愧对乡亲们、不愧对

养育她的黑土地，她强忍悲痛重新振

作，坚强地站立起来。可以说，在她身

上充分体现了当代女性的坚韧之美。

为 了 更 好 地 体 现 薛 燕 的 亦 刚 亦

柔，在创作这个角色时，从唱腔到表

演，我尽可能用每一个细节来揭示人

物的内心活动变化。在唱腔上，既体

现“新派”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新

派”，在表现她坚强果敢时清新明快、

甜润俏丽，在表现她丧子之痛时则低

回婉转、如泣如诉。在表演上，我让自

己进入薛燕的角色世界，感受她对这

片土地的深情，从人物内心出发，用心

去体验，用情去塑造，用朴实自然、接

地气的表演挖掘这个人物的性格特

质，准确传达给观众，吸引观众入戏，

使之真实可感、打动人心。

角色创造是一个繁复且需要不断

探索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演员提高自

身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广闻博识、

兼收并蓄，另一方面，更需要演员深入

生活，了解当代人的情感诉求，在化用

传统程式、表演技巧的基础上用心诠

释人物，用情演绎人物，用细节刻画人

物，赋予艺术形象以生命，使之富有艺

术感召力和震撼力。

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简介

《千里沃野》剧情简介

一曲当代农民探路精神的礼赞
——评大型现代评剧《千里沃野》

原旭春

诗化意象的舞台表达
——论大型现代评剧《千里沃野》的导演手法

李凤臣

用诗化意象再现广阔沃野
王晓鹰

用 细 节 刻 画 人 物
——我演薛燕的一点感受心得

王向阳

导演随想

演员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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