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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戏曲创作要写个人情感小天地戏曲创作要写个人情感小天地
更要有历史文化大情怀更要有历史文化大情怀

——越剧《游子吟》带来的思考 □李小菊

“苍穹与大地——陈芳桂艺术展”
以独特笔墨展军旅画家的使命与情怀

最近几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一直在坚持出版“中国艺术学文

库”，各个艺术领域的研究著述已面世60余种。编辑冯巍博士很早

就约我出一本论戏曲的文集。我本普通戏迷，于戏曲谈不上有什么

深入研究，爱好而已。但冯巍与我有师生兼同事之谊，催之再三，却

之不恭，于是胆大妄为，将自己观戏的一知半解，结集成册，姑且名

之为《门外谈戏》，以求教于方家。

我与戏曲结缘，源自童年。家母乃杭州人氏，酷爱京剧、越剧。

记得吾幼时，家里最喜庆的日子，便是逢年过节，母亲省吃俭用，买

好戏票，带我们姐弟去看戏。而平常对我们的教育，也喜欢一边哼

着京剧《三家店》那段“将身儿来自在大街旁”的老生经典唱段，向

我们动情地述说着“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和“儿想娘

来泪双流”的母子深情和中华孝道。看完《甘露寺》，又总是潇洒地

唱着乔玄那段马派的“劝千岁”，给我从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

葛亮一直说到差不多半部《三国演义》故事。

后来，耳濡目染，我竟修炼成了小戏迷，周日总是一早就钻进戏院旁的那家新华书

店，站在敞放着一排“中国京剧剧目丛书”的书架前，一本一本熟读以至背诵《追韩信》

《失空斩》《辕门斩子》等自己看过的、喜欢的京剧的剧本。那时的周日午场，票价减半。我

总是把有限的零花钱凑齐，去买一张楼厢后排最低票价的丙票，待到开戏后又悄悄溜下

来，跑到堂厢前排靠边未卖出去的高价票空座位上享受甲票待遇。再后来，长大了，由于

爱好，有幸与几位京剧演员交上了朋友，于是便开始被他们“夹带”着去“白”看戏了。我

的一点戏曲功底，盖源于此。

待到成人进京就业之后，先师从朱寨先生学过当代文学史论，又师从钟惦棐先生习

过电影美学，还自己弄过电视艺术评论，直至2006年从中国文联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才又蒙文化部领导和艺术司同仁关照，让我有缘参加“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京

剧节”等重要活动的观摩和评选，使我对戏曲的一点童子功又重新焕发青春，砥砺磨练，

以“门门懂一点，样样皆不精”的独特视角写了一些与戏曲有关的肤浅文字。如今回想起

来，能有眼前的这本《门外谈戏》，确实与这些经历有密切关系。

本书的上篇乃我关于学习、领悟、践行中国化、时代化、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尤其是习近平文艺思想，思考戏曲现状及其发展的篇什。自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起，党

中央主管文艺的领导就强调要继承发展中华戏曲艺术。李瑞环、丁关根等领导同志都高

度重视、深刻理解继承发展中华戏曲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他们高屋建瓴，发表讲话，出台文件，举措得力，梨园大幸。或

久久为功，积廿年余力倡导并主持完成460余出京剧“音配像”工程（后又发展延伸为京

剧“像音像”工程）；或着意久远，亲力亲为创办一期又一期“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

生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曲事业薪火相传的栋梁之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强调要传

承发展中华戏曲，并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正是在这样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下，敦促我留下了这些“门外谈戏”的粗浅文字。

下篇则是我对鉴赏过的剧目的单篇评论。即兴而为，不免单薄浅陋，但集在一起，亦

可反思自己戏曲文化思想的学习轨迹。而附录确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双百”方针与

艺术民主》与《戏曲是否应以现代戏为主》两篇系20世纪70年代末的习作，前篇与吴野

先生合作；后篇是我在《人民戏剧》发表的处女作。原文虽不免稚嫩，但照附于此，录以备

考，也是不愿遮丑。二是，对中国电视戏曲作出了独特贡献的主持人白燕升，在山西电视

台创办的电视戏曲栏目《伶人王中王》中，邀戏曲各剧种领军人物和名家同台竞技，“各

美其美”，又相互切磋，“美人之美”，卓有成效地彰显了中华戏曲“美美与共”的佳境，因

此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奖“星光奖”戏曲栏目大奖，在戏曲界和广大戏曲观众中产

生强烈反响。我荣幸地受邀连续三届担任评委，现场对参赛的各位戏曲剧种的领军名家

的名段进行评点。也许正是因为站在门外品评戏曲，视点不同，见解别异，竟引起了戏曲

界和观众的注意。《伶人王中王》编导组的同志还创造性地把我的评点以诗行的形式记

录下来，增色不少。有演员与观众朋友来信、来电索要，为答谢并就教于大家，现将前两

届评点记录诗稿加工整理，附录于此，庶几更能体现一点自己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戏曲的

挚爱与见识。

5月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国军

事文化研究会、中国画学会、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共同主办的“苍穹与大地——陈芳桂艺术作品展”在中

国美术馆举行。

陈芳桂艺名陈锰，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

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专职画家。作为军旅画家，陈芳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笔下的人物画卷、山水图式以

及写生小品，以独特的笔墨语言与生动的气韵充满着

对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洋溢着对中华河山的诗意表

达，凝聚着一代军旅画家的使命精神和艺术情怀，展现

出艺术家对传统书画的承传与拓展。陈芳桂的水墨作

品格局宏大、立意高远，厚重苍深、气势磅礴，用笔劲

力、施墨浑郁，其作品或幽深雄浑，或清丽秀美，或厚

重爽利，或轻盈空灵，可谓逸笔草草，墨色飞动。浓淡

干湿焦相间的笔墨焕发出雄强的气韵与瑰丽的美感，

阴阳向背、错落有致的皴法之中迸发出有机的水墨结

构与块面空间，进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后水墨”与

“新写意”当代风貌，开创出一个有别于古人、有异于

今人的个性笔墨图式，从而卓然自成一家。（美 文）

由梅兰芳纪念馆、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承办的

“兰芳雅集”之《琴芳梅兰》演出

5月6日在梅兰芳纪念馆上演。

《琴芳梅兰》是一部具有创新性、

跨界融合特点的琴歌艺术音乐

会。演出由梅兰芳纪念馆馆长

刘祯总策划，古琴名家杨青领

衔，携手京剧名家、梅派传人胡

文阁，用古琴演绎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经典唱段。演出旨在探

索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艺

术，为观众带来一场形式质朴而

内涵丰富的视听盛宴。

《琴芳梅兰》以梅兰芳经典

京剧唱段为蓝本，选取《贵妃醉

酒》《霸王别姬》《太真外传》三出

剧目的五段经典唱腔及曲牌，经

过重新编曲，以演奏、演唱及文

化讲述的形式加以呈现。余韵

悠远的古琴演奏，配合原汁原味

的梅派唱腔，以笛、箫等雅乐相

辅，通过琴、歌相合的方式，实现

京剧“梅派”艺术与古琴的对

话。此次演出作为由梅兰芳纪念馆、中

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承办的“兰芳

雅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音乐会

演出方式不同，在每个演出段落间加入

了交流时间，在香艺、茶艺的贯穿下，观

众不必等到演出结束便可畅谈所感，相

互交流。据介绍，首演版《琴芳梅兰》仅

演出了部分曲目，不久后将有书籍及音

像制品出版，收录更多曲目。（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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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观看了越剧《游子吟》，

让我深感意外。我没想到的是，《游子吟》的主角不

是孟郊，而是孟郊的母亲；以男女合演闻名的浙江

越剧团，竟然舍弃孟郊这么好的男人戏不演，而依

然选择在越剧“百花”竞放的情况下女角争春。我

没想到历史上沉潦下迹、经历坎坷的苦吟诗人孟

郊的生平身世，该剧竟然丝毫没有涉及、反映；孟

郊创作《游子吟》的故事，竟然会以才子佳人剧的

面目出现。这诸多的不满足，引发了我对该剧以及

新编历史剧创作问题的思考：这是历史人物剧还

是古代故事剧？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诗

人、文学家题材的戏剧作品应该怎么写？题材的思

想内涵和创作主旨应该怎么总结提炼？历史和人

物的文化内涵究竟应该怎么去挖掘？

之所以产生这些疑惑，是越剧《游子吟》所选

择的有史可查的孟郊生平事迹只有两点，一是三

次科举才考中进士，二是创作《游子吟》。除此之

外，全剧的剧情绝大部分都是虚构，而且虚构的都

是孟郊的爱情婚姻故事：先是爱上青梅竹马的富

家女乔心盈，遭到乔父和孟母的棒打鸳鸯；后是孟

母指定的妻子林兰英，但是孟郊并不喜欢她。剧作

还虚构了孟舅裴华、孟师于一中两个人物。历史剧

创作通常都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此剧则是

“二分真实，八分虚构”。因此，这部戏只能称得上

是借孟郊及其《游子吟》之名创作的新编古代虚构

故事剧。这样的古代故事剧颇具民间色彩，因为它

可以完全不必考虑人物的真实历史面貌，而全然

按照编剧自己的意图去想象，去虚构，去戏说。

越剧《游子吟》选择通过虚构表现孟郊的家庭

婚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越剧婉丽柔媚，适合

表现才子佳人故事。不过，一些有想法有追求的越

剧人似乎一直在努力打破这种剧种风格的单一和

束缚，如茅威涛在《西厢记》、新版《梁祝》之后，就

一直致力于越剧品格的文人化和风格的多样化，

相继创演了《孔乙己》《藏书之家》《江南好人》《二

泉映月》等。戏曲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但要遵循剧

种气质，还要有开拓题材空间和丰富剧种风格的

担当和勇气。当然，越剧《游子吟》是中共德清县

委、德清县人民政府与浙江越剧团共同合作出品

的，虽然浙江越剧团是男女合演的越剧团，但是除

了浙越的“明星班”主要用于重大场合演出，该剧

主要还是由德清县业余越剧演员组成的“草根班”

在本地本省演出，考虑“草根班”的演员构成和演

出条件，可能也是影响该剧创作的另一个原因，这

都是可以理解的。《游子吟》是德清县政府部门继

“道德越剧”《德清嫂》之后第二次与浙越合作了。

这种合作模式颇受称道，但是我却在想，有如此强

烈而巨大的戏曲创作需求的德清县政府，却没有

一个专业戏曲演出团体，需要通过借名团、借名

人、借外力来创作，还需要组织业余演员组班演

出，这是一个值得文化管理部门和戏曲界深思的

问题。

就剧作本身而言，《游子吟》塑造的孟郊形象

和史籍记载有非常大的出入。事实上，孟郊虽然

科举不利，仕途不顺，但他却是一个性格特立独

行、极富文学才华、诗风奇崛峭拔的诗人。孟郊一

生创作了500多首诗歌，有《孟东野诗集》传世。

除了《游子吟》，他的《登科后》也广为流传：“昔日

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如果能运用在该剧中，

会非常出彩的，然而并没有。孟郊的诗大多“诗从

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读孟郊诗》），充满穷

愁怨怼，但是也有很多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

作，如《织妇辞》中“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表

现织者无其衣，《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

死彼华膏”等，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抨击，这是

孟郊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孟郊虽然生活贫寒，

但仕宦之心非常淡泊，即使做官，也不认真，被罚

半俸，还得让上司找人替他做官，他自己却终日

以苦吟作诗为乐。

为什么孟郊生活如此贫寒却仍痴迷于诗歌

创作，他一次次在母亲的催促下赶考、求官，做

了官后又如此敷衍，这与他诗中所说“报得三春

晖”之间，形成巨大的错位与张力，是有非常大

的虚构与想象的创作空间的，是非常值得深入

挖掘的。

孟郊虽然一生落魄，但他却与唐代大文学家、

比他小18岁的韩愈是至交，据《旧唐书》记载，孟

郊“性孤僻寡合，韩愈见以为忘形之”。孟郊与韩愈

诗歌创作思想相同，曾数度相聚酬唱切磋，二人相

互影响，形成了中唐“韩孟诗派”，影响深远。孟郊

去世后，韩愈还为他写了《贞曜先生墓志铭》。“贞

曜”，是另一位唐代著名大诗人张藉为孟郊取的谥

号。可以说，孟郊与韩愈、张藉等人的交游，也是值

得大书特书的，是远比剧中虚构的舅舅和老师要

更重要、更生动和更厚重的人物。

越剧《游子吟》中孟郊的形象，是一个沉溺在自

己个人情感小天地、在母亲的庇护下没有长大的孩

子。赶考前母亲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他很不耐烦；落

榜了，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心盈妹妹；心盈妹妹出

嫁了，他痛心疾首，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了，终日浑

浑噩噩；面对母亲给他安排的命运，他束手就擒、无

奈接受，他娶了母亲给他安排的妻子，却对她爱搭

不理；妻子都要临盆了，他还沉浸在得知母亲拆散

他和乔心盈的悲愤之中，不管不顾，借酒浇愁……

这不是唐代诗人孟郊，这是一个“全新”的孟郊，是

一个自私自利的当代独生“巨婴”。

孟郊母亲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含

辛茹苦的、包揽一切的“单身母亲”。她一心只想让

孟郊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为此，她阻挠孟郊自由

恋爱，按自己的想法安排了孟郊的婚姻；她独立承

担家庭重任，却从来不考虑儿子想要的是什么；她

给儿子延名师、“请家教”，希望儿子能通过科考这

座“独木桥”。这种形象，很容易让人对现实产生一

些联想。但是，这种现实映射是脱离“现实”的。

如果我们回到剧情本身，回到唐代历史文化的规

定之中，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何以孟郊之母再而三

逼他赶考？难道就是为了儿子能出人头地？是不

是和孟氏先祖孟子之母的“孟母三迁”有内在文化

渊源？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表现的。剧中孟郊

母亲有一句唱词：“天下做娘无人教。”我觉得很是

不妥。天下姓氏百家，哪个姓氏的女性都可以说

“无人教做娘”，惟独孟氏之母不能这样说。因为

儒家亚圣孟子的母亲，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是孟

氏的万代楷模。当然，该剧的主人公是孟郊之母，

是为了歌颂母爱的伟大，但是过于强势的母亲形

象和过于耀眼的母性光辉，反倒使孟郊形象黯然

失色，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毕竟，《游子吟》是孟

郊创作的。

当代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不但要写众所周知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要在众多的史料中察

前人所未察，在人之常情中发掘别样内涵，如京剧

《成败萧何》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谚语“成也萧何，败

也萧何”中发出“成败岂能由萧何”的历史浩叹；郑

怀兴在京剧《廉吏于成龙》已经名满华夏的情况

下，创作了《布衣于成龙》，成功塑造了于成龙心怀

家国、诗酒风流的文人形象；郑怀兴在偶然阅读史

料时发现，发明“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竟然在将

王位禅让给儿子之后被饿死的惨剧，于是有了京

剧《赵武灵王》这一部深刻揭露黑暗人性的性格悲

剧。优秀的新编历史剧，都离不开编剧渊博的历史

知识、开阔的创作视野、犀利的创作眼光、独特的

人文思考、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重的文化情怀，只

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思考深刻、内涵丰富、意蕴厚

重、人物饱满的戏曲作品。在这样的创作背景和创

作高度下，越剧《游子吟》的问题就特别值得引起

戏曲编剧特别是历史剧编剧的关注和警惕。

争 鸣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创
作演出的民族歌剧《楚庄王》5月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继
《洪湖赤卫队》《八月桂花遍地开》之后，应邀献演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第三部原创民
族歌剧作品，也是“湖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的项目之一。

《楚庄王》演绎了春秋诸侯争霸的恢弘历史背景下，楚庄王面对内忧外患，韬光养
晦，励精图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终得宏图大展，率楚国走
上了伟大振兴之路，可谓一部激情豪迈的荆楚振兴壮歌。据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院长
卢向荣介绍，歌剧《楚庄王》的创作排演历经5年。由李穗担任编剧、吴粤北作曲、陈
蔚担任总导演。作为一部楚国史诗，该剧通过独具特色的音乐、舞美等手段，向观众
展开了一幅楚文化的瑰丽画卷，为北京观众呈现了“一部绚丽多姿、特立独行、令人惊
艳的楚文化歌剧”。

剧中，楚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比如音乐上融入了渔鼓、花鼓戏、汉剧、汨罗江一带
的民间宫调；舞美设计上，整个舞台背景充满青铜的色彩和质感，显得古朴沧桑、大气
厚重，其中变幻的纹路也能看出楚国漆器的影子。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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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

国文联、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

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将于今年11月在河

南三门峡举行。

中国摄影艺术节是我国创办最早、关注度持久、

影响力广泛的摄影节，近30年来为推动中外摄影界

交流、提升各主办城市文化软实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以“聚焦新时代，金像映初心”为

主题，将努力展现突出导向引领、汇聚摄影成果、彰显

影像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四大亮点，用影像见证改革

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期间将重点推出“影像见证

40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大展”，以

摄影人的独特视角形象再现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并聚焦扶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摄影金像

奖回顾展、全国摄影艺术展、国际摄影展等数十个国

内外摄影展览也将集中举行。为表彰和奖励德艺双

馨的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将在艺术节期间颁发并展出获奖者作品，金像论坛及

研讨会、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也将举办。艺术节期间

还将推出一系列活动，为青年摄影人、基层一线摄影

工作者、新摄影工作者提供展示才华的全新舞台，推

动新人新作脱颖而出。此外，第二届“三门峡白天鹅·

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也将在艺术节期间举办，展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三门峡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发布会上，中国摄协与三门峡市政府签订了中国

摄协培训中心合作协议。 （王 觅）

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11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