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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剧是农村题材与富有地域特色的二人台表现形

式的完美结合。二人台是由“坐腔形式”汲取民歌素材、经由

数代民间艺人和相关从业者的改良发展而形成的风格独特

的地方剧种，广泛流行于晋、蒙、陕、冀等地，特别是在内蒙古

中西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该剧将一段曲折动人的农村

故事与二人台这一包容性极强的乡土剧种相结合，不但使故

事的生动性、真实性展露无遗，同时使二人台这一富于地方

特色剧种的叙事、表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剧中人物的大段

唱腔在二人台特有的音乐设计烘托下，深情凄婉，撼人心弦；

对白中大量运用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乡土歇后语，展示出

二人台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

其次，深刻展现人物内心，突出以情动人。编导用生动

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现了女主人公月清这位新农村女性的内

心世界，通过刻画其对于重病丈夫蓄意制造车祸、以命换钱

的事实该隐还是该说出来这一艰难抉择，演绎其对待“肇事

者”喜顺由怨恨到同情再到心生爱意的复杂心路历程，处处

突出“情”的重要性。

再者，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是《花落花开》的创作本质。

这部戏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真实生活，弘扬人性的美好，这一

特质为剧作 赋 予 了 鲜 明 的 时 代 特 色 和 扎 实 的 群 众 基 础 。

来源于现实，才会使作品更具关怀当下的人文高度，才会

使作品更易于深入普通百姓的内心，才会使作品保持旺盛

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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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格鲁

北方农村的一场车祸毁掉了两个

家庭，一边是长命命丧车轮，留下妻女

与年迈母亲，一边是肇事司机喜顺因赔

偿而一贫如洗，夫妻离婚、欠下 3 万元的

“人命债”。3 年后，长命的媳妇儿月清

在政府与村长的大力支持下，办起了布

艺加工厂且生意兴隆。其间，喜顺“以

工抵债”，心甘情愿为月清打工并竭力

为月清着想解困。到布艺加工厂为月

清送荞麦皮的喜顺遭遇前妻金凤的刁

难与撕扯，月清拿出长命生前穿过的

旧衣裳想为喜顺换上，不料却发现了

长 命 3 年 前 留 下 的 遗 书 。 原 来 ，长 命

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晚期，为了不连累

家庭，人为制造了这场车祸。善良正

直 的 月 清 经 过 一 番 激 烈 的 思 想 斗 争

后 ，鼓 起 勇 气 向 村 长 和 喜 顺 吐 露 实

情 。 曾 经 因 车 祸 对 簿 公 堂 的 男 女 双

方，在欠债还债、反欠债反还债的极富

戏剧性的轮回中相互体谅帮助，终被

对方的人品打动而心生爱慕，在村长

帮助下打消了月清婆母的顾虑，组成

了幸福的五口之家。

该剧通过发生在北方农村的一场车祸

引发出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以“横祸生—

闹纠纷—吐实情—表真心—喜临门”几个

主要情节为故事发展线索，在全剧大起大

落的人物情感纠葛中，塑造了月清、喜顺等

几位有血有肉的典型戏剧人物，讴歌了人间

的真善美。剧作取材于农村的真实生活，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编创者运用

二人台这一土生土长的传统艺术形式，深刻

挖掘当代新农村建设中普通百姓的精神世

界，真实展现当今和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愈

加紧密、包容、理解、互爱的新型关系，于精

妙奇巧的故事架构、既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

理之中的结局里传达出美好的人间大爱。

剧中编导艺术化设置的几处悬念，每每把观

众的情感引入艰难绝望境地，又在百转千回

中以情克难。真实细致的情节处理，彰显了

普通劳动人民人性中的宽容博大、善良美

好。由一场“意外”开场，到另一场“意外”收

场的过程中，人性的光辉得以普照，道德的

力量得以体现，向善与仁爱的中国优良文

化传统得以张扬，和谐社会的时代主旋律、

正能量得以传播。

创意策划 艺术特色主要内容

《花落花开》二人台专家交流研讨会现场

段八旺（左）饰喜顺、张玉兰（中）饰月清、孙润元（右）饰村长

全体演员感谢领导和观众对《花落花开》的厚爱

张文娥（左）饰月清、王利国（中）饰喜顺、张菲菲（右）饰金凤

10 月 22 日，由呼和浩特市委、市

政府主办，呼和浩特文广新局、呼和

浩特民族演艺集团承办的大型二人

台现代戏《花落花开》10 周年、600 场

纪念版演出在呼和浩特民族剧场上

演，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

术研究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

献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二人台现代戏《花落花开》创排

于 2008 年，至今已累计演出 600 场，

演出足迹遍及京、蒙、晋、陕、冀、鲁、

宁、徽、苏、浙、豫 1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是二人台有史以来演出场次最

多、传播地域最广、影响力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全国巡演。该剧由国家

一级编剧、著名二人台剧作家柳志

雄，国家二级编剧、资深影视创作人

张然明执笔创作；著名戏剧导演李维

鲁执导。

《花落花开》取材于真实事例，通

过对剧中人物的刻画，表现出中国农

民善良、勤劳、朴实、真诚的传统美德

和新时期女性担当独立、坚强果敢的

优秀品格。同时，该剧也从侧面展现

出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的新生活、新变化、新面貌。

《花落花开》在二人台传统艺术

特色的基础上，从语言、音乐、舞美等

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并将梅兰芳表演

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相结合，形成了黄河流域话剧加唱的

“新歌剧”表演手法，呈现出二人台憨

直奔放与辽阔粗犷的艺术风格。

《花落花开》先后获得第十四届

文华剧目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资助剧目、国家少数民族戏剧汇演银

奖、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项目、内蒙古自治区“五个

一工程”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等多项国家级、省

级荣誉。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董

事长、总经理彭飞表示，十年、三代演

员、六百场演出，这组数字充分证明

《花落花开》是一部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该剧从真善美

的视角揭示和展现剧中人物的精神

境界与道德情操，通过细节和情节阐

释“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的重要论断。《花落花开》

在内蒙古地方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花落 花 开》是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6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呼 和 浩 特 民 族 演 艺 集 团 二 人 台 艺

术 研 究 剧 院 按 照 项 目 进 程 ，确 定

以“ 戏 曲 下 基 层 ”文 化 惠 民 演 出 和

“ 草 原 戏 曲 文 化 走 亲 ”为 主 题 开 展

巡 演 活 动 ，以 老 演 员“ 传 、帮 、带 ”

新 人 的 形 式 ，安 排《花 落 花 开》老 、

中、青三代演员 60 余人轮流登台表

演 ，既 保 证 了 演 出 质 量 ，做 到 演 出

场场有角儿，又培育了二人台的青

年表演力量。此外，在项目实施期

间，剧院对一些陈旧和损坏的舞美

道具进行更换，并重新修缮了部分

硬景和软景，确保了剧目的演出质

量和效果。

2017 年 1 月 13 日，呼和浩特民族

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在呼

和浩特市新闻网举行网络新闻发布

会，1 月 15 日，《花落花开》在呼和浩

特民族剧场举行首演；随后开展惠民

文化下乡演出及民族剧场惠民周末

大舞台演出活动，共演 9 场；3 月至 4

月赴浙江金华、诸暨等地进行巡演，

共演 5 场；6 月至 9 月，剧院再度组织

《花落花开》开展文化惠民扶贫下乡

演出，深入呼和浩特周围偏远村镇，

共计演出 23 场；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为增进山西、内蒙古两地二人台

交流，剧院赴山西省大同市、太原市

演出 5 场。《花落花开》2017 年度巡演

共计演出 44场。

2018 年 3 月 5 日，呼和浩特民族

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召开

《花落花开》2018 年度巡演专题会议，

研究如何加强二人台南北地域文化

交流，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二人台在全

国范围内的品牌影响力，增强《花落

花开》巡演的演出效果。剧院决定将

原本赴陕西府谷县文化馆、河北张家

口市工人文化宫、河北康保二人台大

剧院、河北崇礼县英龙影剧院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 20场的巡演计划，改为赴

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等中

原、华南地区的一、二线城市大剧院

演出，并向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递

交了项目变更申请。

在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

批复后，5 月 5 日，《花落花开》2018 年

度巡演在陕西省延安市东方红大剧

院拉开帷幕。本次巡演为期 20天，共

演出 20场。演出期间，《花落花开》在

各地均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入座率达

到 80%以上，直接和间接受众群体近

1000万人次。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花落花开》

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全面完成，共计演出 64

场，超出既定演出任务 14场。

《花落花开》演出项目累计票房

收益 73.9 万元，其中 2017 年 44 场巡

演 累 计 收 益 47 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63.59%，2018 年 20 场巡演累计收入

26.9 万元，占总收入的 36.4%；直接观

众 26150 人次，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外

的观众人数为 15010 人次，占总观众

人数的 57.39%；来自边远农村、山区

观众人数达 8800人次，占总观众人数

的 33.62%。

在国家大力提倡地方戏曲保护

与发展的背景下，本次《花落花开》巡

演，将二人台这一地方戏曲艺术形

式展现在多地的舞台上，弘扬了二

人台的艺术魅力，有效促进了二人

台的发展与传承，提升了内蒙古自

治区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与感染力，

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

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通过对《花落花开》的排

演、巡演，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

人台艺术研究剧院作为二人台非遗

项目传承单位，培养了后备人才，使

二人台这一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有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在乐队方面，培养二人台民族器

乐演奏人才 30人，补充了二人台音乐

人才。

在演员培养上，培养二人台现代

戏表演人才，小生 4 人，老生 2 人，青

衣 2 人，彩旦 2 人，老旦 2 人，丑角 2

人，娃娃生 4人，并形成了规范的二人

台现代戏程式化表演模式，为日后二

人台现代戏的排演打下了牢固的人

才基础与表演理论基础。

在演职员人才的培养上，培养灯

光师 2 人，舞美道具师 4 人，音响师 2

人，使剧院具备了舞台集成化的操

控能力，并形成二人台现代演出舞

台装卸操控流程，极大提升了二人

台的大型演出实力。

获得各方好评

2017 年 6 月 2 日，国家三级评论

员张福俊就《花落花开》巡演在《内蒙

古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题为《天地

之间有大美——〈花落花开〉思想内

容与审美形式分析》的评论文章。文

章对《花落花开》的故事性、文化性、

艺术性、真实性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花落

花开》创作、演出团队始终坚持艺术

创新，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点赞。

2018 年 4 月 23 日，呼和浩特民族

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就《花

落花开》巡演活动召开专家研讨会，

会议邀请李玉林、宁才、阿古拉泰、王

新民、乌兰托娅等专家学者参加。研

讨会上，专家学者对该剧 10 年演出

600 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给予了高度肯定；对《花落花开》的演

出团队提出表扬；对《花落花开》日后

的创新与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希望能

够将互联网运用到二人台的创排过

程中；同时希望通过《花落花开》的不

断演出，为二人台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才，为二人台的传承与保护担当起应

有的责任。专家们还对《花落花开》

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要

求剧院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谨慎

使用。

2018 年 5 月 16 日 ，国 家 一 级 演

员、合肥市庐剧院院长段婷婷在观看

《花落花开》演出后说：“《花落花开》

是近些年地方戏曲中难得一见的优

秀剧目，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舞

美设计，以及道具运用，都将地方戏

曲与东方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完美

展现出来。尤其是在传统戏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现代戏程式化表演，更值

得很多剧种借鉴学习。”

受到媒体关注

《花落花开》在项目实施期间，所

到城市的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其中包

括地市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

台等，剧院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

自媒体发布文章。通过媒体报道宣

传，受众累计人次将近 1000 万人次。

演出结束后，演出当地的一些戏曲研

究者、爱好者主动与《花落花开》演员

进行交流，对二人台艺术给予高度评

价。

《花落花开》将深刻的思想内容

与生动的艺术形式完美融合，在舞

美、音响等方面充分运用了多种技

术手段，并增加字幕提示，使观众更

易于理解，避免了地方戏在其流传

地以外地区演出时出现的“水土不

服”现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延安市观众

李女士说：“台词非常好玩儿，演员表

演惟妙惟肖，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方

言很好听。舞台侧面的字幕提示非

常贴心，这样的艺术表演形式令人喜

欢，值得一看。”

《花落花开》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

李春霞（左一）饰月清、王瑶（左二）饰莲莲、郭美丽（左三）饰婆婆、刘淑荣（左

四）饰甜甜、张恒（左五）饰喜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