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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焦裕禄》为写好“真人真

事”的英模人物提供了成功的艺术范

例。这是一部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的戏剧作品，一般而言，这类题材往

往容易处理为先进事迹的罗列展示

或口号式的表达，而此剧则是紧紧围

绕着主人公强烈的内心冲突来展开

戏剧性书写、瞄准人物塑造的。全剧

通过 3 个典型事件来表现焦裕禄与

人民的血肉联系，一是顶着压力放行

老百姓外出逃荒；一是冒着风险同意

偷买议价粮帮助老百姓度灾荒；一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乎是以“政治

遗嘱”的方式反对虚报浮夸，因为这

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活命口粮。在

这里，主人公没有任何高大上口号，

有的只是发自肺腑、掏心窝子的本能

表达，“让老百姓吃上饭总错不到哪

里去”的掷地有声，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共产党人

的高尚情操和担当精神。主人公对

老百姓的三次“对不起”，不光是因他

把群众放在心里，更是因为人民的疾

苦和需要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动力，是他

情操的映照，这是他所理解的“党性原

则”的真谛。而这一切，又是基于他在

特定情境中善良天性、人性本色的艰难

释放。是的，唯其艰难，才能绽开心灵

的火花，才能完成英模人物血肉丰满神

形兼备的艺术形象。

豫剧《焦裕禄》为创作现实题材

的当代“悲剧”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探

索路径。全剧透射出一种悲壮的气

韵与崇高的情怀，这是俯身向下的悲

悯和昂然向上的力量。当基层领导

碍于“面子”或彻底就是懒政思维作

祟而阻拦逃荒群众外出时，焦裕禄就

像是岩石重压下艰难探出头的小草，

羸弱而坚韧，力主放行，因为那可能

就是活路。而放行逃荒之举，又是多

么无奈的权宜之计，此中的悲剧内涵

令人心魂悸动，从而显现出焦之行动

的难能可贵。焦为根治风沙登门向

敢于直 言 的 基 层 知 识 分 子 道 歉 平

反，而正当知识分子满怀热忱投入

植树防风工程时却又因累饿而死，

这一打击和刺痛，促使焦最终咬牙

做出了对老百姓生命负责的艰难决

断，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坚硬的僵

化体制中，透露出一抹人性的亮色和

终极的温暖，直击人心。怀抱着质朴

而坚定的崇高信念，情知不可为而为

之，哪怕美好因之毁灭而在所不辞，

他的“临终”关怀仍是在关心老百姓

是否能吃得上饭。这里没有丝毫高

大全的阻隔，而是悲剧人物的耿耿心

念和情系父老的拳拳之心。其光可

鉴人、鉴心、鉴今，这也正是悲剧美的

穿透力和震撼力量——勇于荡涤灵

魂中的阴暗，勇敢承担起自己的使

命，向着理想的彼岸搏风击浪、勇往

直 前 。 我 想 ，这 些 正 是 豫 剧《焦 裕

禄》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谁的情话，缠绵千年；谁的眼

泪，模糊视线；谁的素手，凉夜相牵；

谁的惆怅，害我失眠；谁的牵挂，永驻

西湖边……”一曲粤歌将我们带入粤

剧《白蛇传·情》缠绵悱恻、亦真亦幻、

如诗如梦的世界，使人始终沉浸在爱

的滋润中。情字当头，爱在其间。与

一般的《白蛇传》不同，一个烂醉于心

的故事，被赋予了别致的新声。一个

情字贯穿始终：西湖初见“定情”，端

午雄黄“惊情”，昆仑盗草“求情”，水

漫金山“伤情”，西子断桥“续情”，雷

峰塔底“不了情”。浓情蜜意若水漫

金山般自台上漫入观众席，每个人都

沐浴在爱的暖流中，舒坦！由莫非编

导、曾小敏主演的《白蛇传·情》，青春

靓丽，浪漫唯美，另辟蹊径，当代“表

情”。情得汪洋恣肆，情得酣畅淋漓。

舞台呈现美不胜收。舞台美、音

乐美、唱腔美、角色美，让人目不暇

接，不忍错睛。粤剧是广东话的艺术

腔调，吐字归音，有韵有律，不明其

意，仅闻其声，已被击中，乐在其中。

足见，美可以超越语言、国界、种族、

意识形态，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与

表达。

曾小敏的表演令人惊艳，集青

衣、花旦、武旦于一身，融唱做念打为

一体，眼里眉间流露出内心的丰盈饱

满，稳得住台，压得住全场。端庄优

雅时气质修美，舞动起来，圆场稳均，

由慢及快，贯满舞台。独创水袖打出

手之演技，水袖翻飞，得心应手，亮相

漂亮，皆在锣鼓节奏里，令观众眼花

缭乱。《白蛇传·情》惊艳亮相武汉，意

味着小敏成熟了、自信了，有了角儿

的魅力与境界。许仙的扮演者文汝

清、法海的扮演者王燕、小青的扮演

者朱红星，包括小和尚仁心的扮演者

李源斌以及鹤童、鹿童之林飞鸿、符

卓彦均有上佳表现。个人的精彩浑

然成全剧的斑斓。

《白蛇传》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搬

演，因为它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

鲜明。京剧就有李炳淑、赵燕侠、刘

秀荣、杜近 芳 的 不 同 版 本 ，各 有 千

秋。评剧《白蛇传》更接地气。川剧

重武打和做工，青蛇有时雌雄同体，

文戏时为妩媚丫环，武戏时变身勇

将，穿插变脸及踢慧眼绝活，独领风

骚。婺剧《断桥》有“天下第一桥”之

美 誉 。 越 剧 更 有 流 播 甚 广 的 名 段

《西 湖 山 水 还 依 旧》。 以《白 蛇 传》

的 精 彩 表 演 荣 获 梅 花 奖 的 不 在 少

数 ，婺 剧 陈 美 兰 、张 建 敏 、杨 霞 云 ，

京 剧 马 佳 ，瓯 剧 方 汝 将 ，荣 获 梅 花

奖 都 与《白 蛇 传》关 联 。 广 东 粤 剧

院的曾小敏即以《白蛇传·情》的出

色 表 演 荣 获 第 28 届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实至名归。小敏钟情于白娘子

这一角色，总想以现代审美观照演

绎 这 一传奇故事，使之既保持传统

戏曲中不可撼动的原汁原味，又有

新的意识、新的表达。她和她的团

队交出了一份品相别致，近乎精致

的答卷。

一个小小的县级剧团，若干毫无

名气的演员，演出了一台朴实无华、

感人至深的好戏。导演贺希娟在剧

目说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遵循传

统，谨慎创新，不玩儿新花样，不搞大

制作，不弄大排场，像甘将军那样，质

朴、平实、简约、淡定。”舞台呈现的成

果证明她是代表大伙儿发声的。

有两段戏印象很深。

一段《思变》。大年初一，一群衣

衫褴褛的孩子前来拜年，伸手要红

包，一拨拨轮番上阵，要了还要，甘将

军夫妇应接不暇，方知是大人怂恿，

有的要买油盐，有的要买药，下跪磕头

求将军多给几个。看着孩子们，将军

流泪了。接踵而至的是大人们，喧宾

夺主地入席上桌，操起筷子狼吞虎咽，

不时被呛得、噎得咳嗽不止，临走称

谢，说吃了这顿饱饭，就是死也心甘。

注视着贫困中的乡亲，将军无语。

第二段是《祈愿》。这是最后的

日子，妻子拿出 20年前为丈夫买的纺

绸衬衫，丈夫一直不肯穿，压在箱子

底，现在拿出来，她想亲眼看着丈夫穿

上。甘将军听话地穿上了，笑道：“只

怕这衫子一穿，到了那边没人认识我

甘祖昌了……”写得出这样台词的编

剧是好编剧。妻子回答得也好，6 个

字：“看你，不许瞎说！”

没有音乐大作，没有电闪雷鸣，

没有用各种手法渲染煽情，全剧就是

这样的寻常生活，只有一次水库决

口，还把惊险推到了幕后。搞戏的人

挖空心思寻找的戏剧性和情节跌宕他

们似乎也并不贪求，剧情如同阳光下

的河流平缓地流淌，只有那小小的漩

涡显示出平静表面下的激荡。在寻常

的生活中，观众一点点地被吸引了。

音乐作曲必须点赞，也像甘将军

的人格风范，难得地质朴自然，浑然

天成，既有地方特色，又悦耳动听。

甘妻的唱段尤其出色，段段好听，那

样地符合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符合戏

剧情境。第六场《祈愿》夫妻对话中，

大段的无伴奏清板，滴漏般声声入

耳，沁入心脾，妙极了。

男女主要演员也选得好，没有程

式的外壳，又都是好唱家。甘祖昌登

场亮相，开口四句唱，明亮丰满的嗓

音就把人震住，这就要看节目单找演

员的名字——胡爱萍。接着甘妻登

场，又是四句唱，又是一震，这就知道

眼前的这出戏必须认真看一看了。

女主演叫古平，清澈如水的嗓音，那

样干净，没有一丝杂质，洗了耳朵。

感谢编导，感谢作曲，感谢演员，

感谢莲花县采茶剧团，感谢他们制作

了《将军还乡》。希望戏中的故事能

够长远地流传，滋润一方水土，养育一

方人。

杨 家 将 的 戏 ，大 多 看 的 是 京

剧 。 从《李 陵 碑》到《清 官 册》，还

有《五 台 会 兄》《四 郎 探 母》《雁 门

关》《辕门斩子》《洪洋洞》等，多见

杨家将父子壮烈杀敌英勇牺牲，不

见 杨 家 将 父 子 英 勇 杀 敌 大 获 全

胜 。 心 里 很 是 憋 闷 。 却 不 知 川 剧

原来有个传统戏《双八郎》，杨令公

率 领 八 子 平 服 黑 桃 园 、刀 劈 方 良

城 ，又 经 过 一 场 恶 战 ，取 得 禹 门 关

大捷，算是出了我的一口“恶气”。

杨坤昊前饰杨继业义子八郎延

顺（原名王忠），后饰王荣，是个文武

全 才 的 青 年 演 员 。“ 阻 令 ”一 场 ，大

靠、厚底，英气逼人。类似于京剧高

宠 之“ 闹 帐 ”，但 这 场 戏 的 分 量 更

重。为了劝阻令公盲目进关以免中

敌兵之计，其几次阻令，先后有 4 个

大段念白，层层递进，言肯意切，耐

人寻味。被逐出军营后以及后演的

王荣都是短打武生的表演，翻打跌

扑，身手敏捷，有不少高难度的武打

表演。其他如杨继业的扮演者熊宪

刚、七郎的扮演者李忠等，也都各当

其行。剧中七郎寻求王荣，不意巧

结姻缘，为该剧增添了喜剧色彩。

《双八郎》是经过四川省川剧院

整理加工而演出的，这是传承传统艺

术、丰富观赏剧目的重要举措。由于

上演的场次不多，而戏的场面又如此

宏大，尚需向精准方向追求，人物之

间的关系也待精雕。相信经过不断

实践、推敲打磨，定会更加完美。

楚剧是湖北最大的剧种，在省内

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流行于鄂东地区

40 多个市县，覆盖 2000 多万人口；在

全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遍布的楚

剧爱好者也不少。这次观看全国地方

戏曲南方会演压轴大戏楚剧《万里茶

道》，享受了一场楚剧艺术的盛宴。

故事讲的是清朝后期，从湖北汉

口到沙俄恰克图，茶道万里，贸易兴

隆。在这万里茶道上，一个叫玲珑的

女子开了女子走茶道的先河，勇闯夺

命茶道。该剧将艰辛历程与爱情的

冷热取舍结合起来，水火交融、悲喜

交加，体现了万里茶道万里情。

由夏青玲主演的玲珑在舞台上

非常抢眼，演唱方面把楚剧的迓腔、

悲迓 腔 和 小 调 三 类 声 腔 委 婉 地 融

于 一 体 ，处 理 收 放 自 如 ，嗓 音 温 润

而 清 澈 ，韵 味 无 穷 。 其 表 演 注 重

对 人 物 的 塑 造 ，在 出 江 、赴 丧 、拒

斥 、出 征 等 重 要 戏 剧 转 折 点 上 ，都

有 精 彩 到 位 的 处 理 ，给 人 留 下 很

好 的 印 象 。 与 夏 青 玲 相 比 ，叶 天

韬 的 扮 演 者 余 维 刚 算 是 青年 一代

的楚剧领军人物。他的扮相帅气潇

洒，唱做念打的功底深厚，把一个感

情执着、敢爱敢恨、风流倜傥的小生

形象演得虎虎有生气，赢得了观众

的喜爱。武汉市楚剧院的团队精神

在舞台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让

人看到了楚剧良好的发展状态。

希望《万里茶道》能走出家门，

走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里。

《水莽草》令我惊喜。一度创作

与二度创作的优秀及天衣无缝的融

合，造就了它的成功。

该剧最核心的人物是丽仙、茂

母 、老 草 医 ，也 就 是 说 主 角 结 构 是

“ 两 旦 一 丑 ”，两 旦 一 为 花 旦 、一 为

老旦，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差异对比

构 成 谐 趣 ，丑 角 在 其 中 插 科 打 诨 。

这其实是民间戏曲喜剧中最核心、最

基础的角色结构。所以说这个戏充

分吸收了戏曲传统的营养，然而它又

高出一截的地方在于，借用“水莽草”

这一关键物，让前一半的人物敌对关

系发生扭转，剧情得以延长和展开，

人物更加立体，场景更加丰富，成为

一台耐人寻味的大戏。戏里虽然人

物不少，但是从主演到判官、小鬼，

再到婆婆、媳妇的群演，每一个人物

都是必要的，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该 剧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有 生 活 情

趣，体现在一度创作提供的人物语言

与形象，也体现在演员在舞台上的二

度创作。语言方面如婆婆对于煎鸡

蛋的要求，“不老不生，不碎不焦，不

咸不淡，不腥不泡”。大多数时候，舞

台上只有婆媳二人，但是将观众的眼

神牢牢吸住，靠的是演员通过表情、

语言、肢体动作等，将微妙的婆媳关

系和人物心理刻画得分毫不差，令观

众心领神会，不时发出笑声。冯咏梅

塑造出一个有点任性娇憨、本性善良

的小媳妇形象，茂母扮演者钟林芸将

一个对儿媳妇时有喜爱不忍、时而横

挑鼻子竖挑眼，其实心地不坏的婆婆

形象拿捏得十分准确，二人以表演

征服了观众。唱腔与恰当的程式动

作的融入，既凸显剧种特色，又有助

于人物塑造。

该剧有几处处理得很巧妙，令

人印象深刻：一是婆媳两阵营的设

置，每阵营内人物既立场统一又有

个性差别；二是丽仙在服水莽草汤

前，她的心理活动在舞台上以外化的

形式表现出来；三是丽仙梦中赴地府

的第十二场，犹如神来之笔，判官、小

鬼构成的地狱场景本身有趣，该处给

了女主角施展的机会，又推动了剧情；

四是舞队的恰当使用，群舞中女子用

手臂动作模拟水莽草的浮动，很形象，

利用她们换道具场景，亦不突兀。

该剧一半在真，一半在幻。婆媳

二人矛盾落脚于鸡毛蒜皮的现实生

活，特别真；而老草医出现的部分是

“幻”，他仿佛一位神仙，行迹捉摸不

透，却用不点破的方式拂去世人眼前

的迷障，现出真心。老草医是亦人亦

仙的角色，水莽草有或生或死的效

果，在真与幻之间，这个戏酷似寓言，

讲的不是当下的故事，但是对今天

又有启示。

高甲戏《大稻埕》

高贵的千秋家国梦
武丹丹

很认同把这个戏称为土家族风

情浓郁的黄梅音乐剧。其将黄梅戏的

音乐、民歌《龙船调》、土家族的女儿

会、哭嫁、毛古斯等风俗和舞蹈，荟

萃、提炼为丰富、独特的艺术语汇，

叙述阿朵和阿龙绚丽而又决绝的爱

情故事，也使他们的爱情更加清新、

古 朴 、鲜 活 而 又 原 始 。 戏 单 纯 、强

烈、沉重，色彩斑斓。张曼君导演的

戏，爱情总是那么热烈、一往无前，

超 越 生 死 ，以 表 达 生 命 、人 性 的 纯

真、自由的极致追求和燃烧，并且总

是有别出心裁的表现形式，点燃演

员、感染观众。男女主角都非常好，

女 主 角 中 低 音 情 感 的 表 现 力 很 丰

富、很细致，黄梅戏的韵味更深长。

第三场情境设置表演空间很大，阿

朵被关在舞台后半部的小高台，于

是 有 了 阿 龙 找 她 时 攀 爬 表 演 的 漂

亮动作和造型。如果是戏曲，必是

一场经典的景随人动、且歌且舞的

戏 曲 双 人 舞 、三 人 舞 的 程 式 化 表

演。为了“一人一事”，母亲只能写

得 极简约，舍去她人性的丰富和冲

突，仅衬托为阿朵悲剧的原因，但似

乎也切掉了一些戏和关联。

《妹娃要过河》是对极其简朴俏

皮的生活欢快生动的歌唱，却又有

极丰富深刻的族群生命情感，戏挖

掘到了让人意想不 到 的 深 处 。 在

戏 里 随 着 情 节 发 展 层 层 翻 滚 凝

聚 ，乃 至 有 生 命 不 可 承 受 之 重 ，是

欢 愉 ，是 叩 问 ，是 挣 扎 ，是 呐 喊 。

阿 朵 要 过“ 河 ”，阿 龙 用 爱 情 、生 命

去“ 推 ”，这 是 他 们 的 情 ，也是他们

的 命 ，好 像 还 有 主 题 蕴 含 可 思 可

味 。 歌 与 戏 的 结 合 度 不 像《十 二

月 等 郎》那 么 浑 然 天 成 ，但 现 在

这 样 更 感 性 一 点 也 许 更 好 。

《大稻埕》的题材选择极有特色，

写 1895 年，割台凶讯传到我国台湾，

一场空前浩大的抗日保台战斗迅速

蔓延全岛，兵勇们和义民们用生命写

下了决不拱手让台的真实历史。

但是，作者独具匠心，并没有从正

面去表现烽火连天的乙未之战，而是

从“家”的守护，去表现那个时代的大

历史，让一个生活在大稻埕的同安家

庭置身于那样风云变迁的历史时代，

去茫然无助、去选择担当、去面对背

负。在无法改变的历史大背景下，

林天来一家人的命运选择和情感撞

击其实是千秋家国梦的生动演绎。

“家”是这部戏的核心，同一屋檐下，

一身傲骨、满腔血性的林天来，顾家

的老大，不学无术的老二，血性天成

的老三，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注定不

同，但是都在最后的时 刻 做出了自

己的选择。人都怕死，尤其是从同

安一路奔波迁徙，好不容易站住脚生

存了下来的大稻埕的商人们，安定平

和的生活尤为珍贵，但凡有一丝可

能，他们都会尽力保卫这来之不易的

安稳。而当他们的生命和人格遭遇

到压迫的底线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

决定了他们生命的高度与高贵。千

秋家国梦，上阵父子兵，《大稻埕》以

“小家”折射出一个“大时代”，充分展

示了当历史的风雨突然来袭的时候，

社会基底的平民是如何从惶恐中站

立起来的。

《大稻埕》的创作是作者台湾历

史研究和写作中的一部剧作，但其

产生的节点是在台湾社会弥漫着淡

忘被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的今天。

20 年前台湾出版最多的历史书是日

本占领台湾 50 年残酷的殖民历史，

20 年 后 ，历 史 发 生 倒 置 ，日 本 人 给

台 湾 留 下 的 文 化 记 忆 成 为 涂 抹 身

份的色彩，而 1895 年日本人登陆台

湾进行武力镇压的一幕幕，却釜底

抽 薪 般 地 成 为 了 历 史 的 历 史 。 从

这个层面来说，《大稻埕》创作和搬

演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戏剧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