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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今年是个大年景，新中国70年风雨兼程大

路朝天，写下了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孙德民正

是在这个大的文化生态下，经历了时代的锤炼，

形成了自身的理想，取得了一个不凡的成就。孙

德民剧作是一个时代的回声，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每一部剧作无一不是时代的形态缩影，

无一不是这个时代当代人的心态投影。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围绕着剧场的属

性，议论纷纭，“剧场是一个民族当着自己的观

众面，进行思考的场所”“思考，思考你把观众都

思考跑了”“剧场就是教堂，在这里接受的戏剧

文化洗礼”“降几度吧，你不能同观众周旋吗？”

“观众不一定都是对的，无视观众的剧作家永远

是错的”……孙德民剧作无一不是走进剧场，走

进观众，舞台形象的感染诱发着对舞台的思考。

从孙德民的剧作中你会强烈地意识到，他在追

求着人类精神的基本需要，他的剧作营造着纯

粹戏剧的剧场艺术。就《雾蒙山》来讲，这是孙德

民剧作的高峰，是他站在顶端的作品（康式昭

语）。具有深层思辨的“不是父债”，而是“路线欠

下的债，是一笔政治债”。《雾蒙山》有着一种艺术

如何为历史补过的内涵，戏剧的补过或者说补

过的戏剧，有着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不能不说

是孙德民这个剧作家的政治良心，不能不说是

剧作家孙德民职业担当的最丰富的戏剧实践。

历史的深度总是伴随着反思的深度，忧患

意识是一个有良知的剧作家的生命本然。当你

去琢磨孙德民的剧作，你绝对会领悟到这个当

代剧作家的心态，那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忧患，从

而迸发的大爱。

《百合岭》是在呐喊，呐喊人情的回归，呐喊

道德的重建。一个善良的山村姑娘经历的艰辛，

心灵的酸楚，孙德民在高度的戏剧化结构中，

“招魂”“还魂”“祭魂”，你完全可以从舞台上沉

思的人物感悟到生活的真正轨迹。记得有一年

我在武汉参加一个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会上被

一个黑人妇女的发言所感动，她哭诉什么呢？她

哭诉我们这个共处的世界家园，每三分钟就有

一个妇女或者儿童被拐卖。我把在这里形成的

《长江宣言》的全部资料交给孙德民，一段时期

以后，《晚雪》问世了，这是一部让人揪心、令人

动情的戏剧，原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世界共

同的生存问题，硬是被孙德民揉搓成一个大情

感戏剧，形成社会问题的诗意解读。似乎可以从

这部戏意识到孙德民戏剧的美学元素，或者说

某种程度的美学精神，这里有一个女性心理良

知的深情呼唤，也有着社会良知的深切理解和

本能的良知同情，戏剧的进展那么紧凑，如果说

“戏剧的征服力是戏剧存在的大道理”，《晚雪》

就是一部有征服力的戏剧，如果说“人民戏剧就

是人民被征服的戏剧”，《晚雪》自然就是一部人

民戏剧，戏剧的征服力常常是人物灵魂深处的

情感外化。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走上了漫长的

寻亲的艰辛历程，直到自己也遭到不幸被拐卖

到深山，一个极其贫瘠的山村，一个极其反常的

“婚事”，却与一个极其贫困的汉子，产生了极其

尖锐的命运碰撞。心理戏剧，或者是渗透着生命

文化潜质的戏剧，从《晚雪》这个社会问题戏剧，

进入到了难能可贵的诗意解读，心灵解读。

我原本想对孙德民剧作深层次的文化结构

说点什么，但是颇感困难，因为我年事已高，心

力不足了，早已经失去对当今话剧艺术的知识

积累。可是孙德民戏剧怎么能够走进“国家文化

公园”呢？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创建国家

文化公园，绝对是一篇大文章。这就给孙德民的

剧作以及由此形成的“山庄戏剧”创立了一个更

为宽广、更为扎实的文化空间。他让我这个余生

有限，同孙德民剧作有着长期交往的老人，心绪

难平。

“爱在每一片绿叶”。记得这是孙德民剧本

中的一句台词，正是这种“绿叶上的爱”，他书就

了1994年《这里有一片绿色》、2001年《秋天的

牵挂》和2018年的《塞罕长歌》，说实在的这是

一个当代剧作家的生命文化、心态的舒展。

我总觉得“绿色”是灵魂居住的地方，是孙

德民剧作题材开掘的一方水土，因为在这个题

材的深层结构中，不仅仅只是“生存”的需要和

“生存”的呵护，而是“生命”的相融和生命的依

存。因为每一片绿叶上都是生命，都是生灵，剧

作和有良知的剧作家，永远是生灵的代言人，

“生灵”是多么宽阔的一片绿色。

孙德民50年的剧作耕耘，成就了一个属于

中国话剧历史的剧目长廊，每一个剧本的形成

过程和过程之后的舞台呈现，都会留下很多话

语，留下不少思念，有的已汇集成文论，如《孙德

民剧作评论》。

其中有一部是剧作家写剧作家的戏，1999

年的电视剧到2012年的评剧，直到2017年的

话剧，时跨近20年的深耕，那就是被认定为“中

国表达”的《成兆才》，这是孙德民在戏剧题材耕

耘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剧作家倾心于自己的

同业人，虽然岁月不同，心境不同，但是有一种

天赐的文化本能，把自己的“灵魂附在戏上”了，

这一点不仅是相同的，而且是极其相通的。

孙德民把自己的一世戏缘，此间情殇倾注

在成兆才的身上，他是将自己的心装进了剧中

人的皮囊，因此成兆才的喜怒哀乐里，观众能够

体会孙德民的笑颜泪光（宋宝珍）。成兆才似乎

是孙德民心中的一尊塑像。这可能因为他们都

是出于不同时代的平民剧作家，他们有着一个

共同的理念，那就是乡土情怀。记得田汉当年写

《关汉卿》时，他也是剧作家写剧作家。翦伯赞说

了这样一句话，“剧作家写剧作家，只有你才能

有这个想法”，“因为你也有痛彻的生活经历”，

“体会深。”它记录在1958年 3月18号田汉创

作侧记里。孙德民在电视剧本的首页写了这么

一句话，“以无声的感悟做有声的事，用悲观的

心境过乐观的生活。”一种生命的哲思，留给理

解他们的人们。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巨变，根植于时代，植

根于生活的戏剧永远不会是静态的，戏剧文化

的生态自然也不会处于静态。在坚守文化生态

的道德传承上，戏剧必须面临未来，走向一个新

的未知。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或者以往的认

知，完全可能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障碍。有人称其

为发展中的“知识障碍”，这个人就是诸位所熟

知的已故诗人柯岩。剧作家的命运永远是伴着

艰辛同行，真正的纯粹戏剧无一不是从艰辛中

走来，剧作家永远是在走向自己，这是一种强大

的文化自信。孙德民“以戏剧活命，为戏剧立

言”，他的戏剧美学精神已经形成，那就是“接地

气，迈大步，走向未知”。

由青岛市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

出品的柳腔现代戏《家风》日前在青

岛即墨上演。《家风》由商中有编剧，

崔彩彩导演，以即墨本地道德模范马

俊俊信守承诺、替父还债的真实故事

为原型，通过柳腔的独

特艺术形式，全面演绎

故事中杨家以诚为本、

世代相传的厚重家风，

升华了诚实守信的美

德义举。“柳腔”是即墨

文化的符号性标志之

一，目前已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素

有“胶东之花”的美

誉。《家风》既运用了传

统戏曲柳腔的艺术表

现方式，同时运用现代

舞台表现手段，在造型设计上贴近现

实生活，综合运用音乐、舞美、光影等

手段。简约明快的舞美设计，在变幻

丰富的灯光渲染下，使舞台呈现美轮

美奂。 （青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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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着生命文化潜质的剧作浸透着生命文化潜质的剧作
——谈孙德民戏剧创作 □余 林

春节来临之际，受文化和旅游部的委派，由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具体组织，甘肃省歌舞剧院

民族交响乐团组成的甘肃艺术团，于1月14日至

31日，赴黑山、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欧

洲四国开展“欢乐春节”文化交流活动，旨在用中

国最喜庆、最热烈的民族器乐演奏，为四国人民

送上中国春节的祝福和问候，表达中国人民对四

国人民的敬意和友爱。一台专门创编的民族交响

乐《陇上行》，以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丝绸之路

风情和独具甘肃魅力的经典曲目，讲述了中国故

事，传播了中国文化，展示了甘肃形象，给四国人

民送去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音乐盛宴。在18天的

时间里，甘肃艺术团辗转4个国家7个城市，专场

演出8场，现场观众达近万人。

增强了文化认同。民族交响乐《陇上行》由序

曲《欢庆》《飞天情韵》《多彩甘肃》《丝路之春》四

部分组成，以丝路文化、敦煌文化和中国西部民

族文化为主线，通过二胡、琵琶、笛子、唢呐、笙、

阮、扬琴等中国民族器乐的演奏形成，展示了中

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再现了丝绸之路

的繁荣景象和古典情韵，抒发了陇原儿女的美好

愿望和豪迈情怀。曲目雄厚大气，旋律高亢激越，

弹奏悠扬动听，表演刚柔相济，突出了“欢乐、和

谐、共享”的理念，彰显了“欢乐春节、和谐世界”

的主题。黑山共和国名誉总统武亚诺维奇看完演

出后，激动地说：“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通过

观看演出，我深深感悟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和博大精深，很值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广。”

保加利亚文化部副部长格舍娃在演出结束后，连

连称赞：“中国民族音乐太震撼了，简直就是一种

美的享受，通过这种文化交流，拉近了保中两国

人民的距离，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索维亚中

国文化中心主任屠雪松十分自豪地说：“‘欢乐春

节’确实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陇上行》不仅仅带来了欢乐和吉祥，更多的是凝

结了民族情怀，展示了文明底蕴，体现了人文价

值，弘扬了优秀文化。”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知非

说：“《陇上行》的成功演出，再次证明音乐无国

界、文化通民心。‘欢乐春节’所包容的亲情、友

情、和谐、和平的思想和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将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理解

和认同。”

感知了文化魅力。在曲

目的编排上，《陇上行》突出

了经典性、民族性、地域性和

时尚性，在旋律的配器上，凸

现了原生态和现代元素的有

机结合。《可爱的玫瑰花》《花好月圆》等经典曲

目，悦耳动听，热情奔放，给人一种沉浸在对美好

生活的遐想之中。唢呐独奏《黄土情》、二胡独奏

《葡萄熟了》等民族曲目，清新质朴，饱含真情，表

达了浓浓的乡情和丰收的喜悦。《月牙泉的故事》

《飞天》《丝绸之路》等反映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

的曲目，雄浑辽阔，遒劲壮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整台交响乐既厚重激越，

大气磅礴，又舒缓结合，张弛有度，给观众以强烈

的心灵震撼。

今年是中国和保加利亚建交70周年，《陇上

行》演出在保加利亚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尤

其是在演出前观众入场时，循环播放《交响丝路·

如意甘肃》宣传片，赢得现场观众的极大兴趣，绚

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与优美激越的民族交响乐珠

联璧合、相映成辉，与演出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特别邀请甘肃艺术团负责

人和主要演职人员，在电视台节目录制中心进行

了采访并录制了一期专题节目。电视台录制中心

以大红灯笼和舞狮等中国文化元素，精心搭建起

极具中国春节浓郁特色的录播室，有效地传播和

推广了中国文化。里加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潇俪

说：“从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能深切体会到，

《陇上行》演出真的打动了观众，掌声绝不是礼节

性的掌声，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中国驻黑

山大使刘晋深有感触地说：“《陇上行》演出引起

的强烈反响是前所未有的，优美的曲目、精湛的

演奏，淋漓尽致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无穷韵味，

观众完全被艺术的感染力折服了。”

扩大了文化融合。每到一个国家的每一场演

出，《陇上行》都演奏一首当地著名的曲目，用这

种交融共享的方式，充分体现中国多元共融的文

化特色和人文理念。在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国家

大剧院演出时，艺术团演奏了电影《桥》里的主题

歌《啊，朋友再见》，全场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始

终合拍鼓掌，将演出推向高潮。在拉脱维亚首都

里加大吉尔德音乐厅演出时，有着较高音乐素养

的拉脱维亚观众，用心聆听来自东方中国的优美

旋律。当拉脱维亚经典曲目《道家瓦河》奏响时，

全场观众肃然起立，伴着节奏鼓掌喝彩，艺术家

们将此曲所表达的拉脱维亚不屈不挠的民族精

神演绎得出神入化，许多观众饱含热泪，激动不

已。80岁高龄的拉脱维亚著名汉学家、《拉汉大

辞典》编纂者彼得·贝德高看完演出后，主动登台

用中文讲话，称赞这台音乐会是他听到的所有音

乐会中最震撼、最难忘的一台演出，他聆听了中

国最优秀的音乐，看到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

融发展的美好前景。在立陶宛普伦盖市演出时，

当地经典曲目《高山上的柳树》音乐一经响起，全

场观众群情激动，一起挥动手臂，仿佛掀起一股

欢腾的浪潮。普伦盖市市长奥杜留斯·科林少尼

斯上台接见演员，对首次来该市演出的中国甘肃

艺术团，表达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称赞中

国的艺术家用无障碍的音乐语言，沟通了立中两

国人民的心灵，架起了友谊合作的桥梁。在保加

利亚瓦尔纳市和索菲亚市演出时，两位市长均在

演出现场送来花篮，文化部副部长格舍娃和旅游

部副部长康切夫分别为演出题辞祝贺，称赞《陇

上行》演出拉近了保中两国人民的距离，增进了

保中两国的民心互通和文明互鉴。

文化通民心
——民族交响乐《陇上行》欧洲四国巡演回眸

□杨建仁

京剧界对字韵问题重视不够

我国戏曲剧种甚多，而唱念字韵是区分不同剧种的重要依据

之一（另一个是唱腔）。唱、念、做、打是戏曲的四项基本功，其中半

数与字韵有关。但长期以来，对京剧界普遍存在的字韵问题，专家

们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央视戏曲频道曾举办过多次各种

形式的京剧大赛，场场均有专家评委；许多经常性的京剧栏目，也

有点评嘉宾。在他们的评论中，听到最少的就是关于字韵问题。即

以普遍存在的尖团不分而言，我只听见有一两位专家提出过应注

意区分尖团。有的演员几乎把一个唱段中所有的团字都唱成了尖

字，专家们竟无人过问，甚至还大加夸赞。一个极为常见的“孝”字，

李胜素《大登殿》的“节孝”、赵秀君《秦香莲》的“头戴公婆孝”、王艳

《野猪林》的“披麻戴孝”、侯宇《四郎探母》的“忠孝当先”等，就都唱

念成 siao。即使在“教唱京剧”栏目中，专家自身也出现过这种情

况。张馨月教唱《凤还巢》时就把极常见的“兴”唱成了尖字。面对广

大电视观众，难道就不备备课？

归韵准确也是唱准字音的重要条件，同样未引起专家们的重

视。举个典型的例子，央视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的“非凡组合”

节目（业余演员和琴师），其中一位女士唱戏歌《娄山关》，归韵时把

“关、月、咽、铁、越、血”等字全部归在i音上，四位点评嘉宾却无一

人予以指出，春节期间的《一鸣惊人》节目中居然又安排这位女士

唱这曲《娄山关》！再有，有的演员不懂语气词“啊”的音变规律，唐

禾香在一个介绍孙毓敏先生的节目里演唱《荀灌娘》，竟把“哥哥

啊”念成“哥哥 ra”。按规律韵白应念“哥哥哇”，京白则应念“哥哥

呀”。在何敏娟教发声方法的栏目里，学员宋慧茹唱《贵妃醉酒》，也

把“恰便似啊”唱成了“恰便似 ra”，按规律应该是“恰便似[za]”,老

师并未加以指正。至于念错字，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李宏图的《罗

成》把“突厥（jue）”念成了“突 que”，杜喆的《秦香莲》把“踝（huai）

拐”念成了“guo 拐”，孟广禄的《除三害》把“常例银”念成了“常 le

银”，包飞的《拾玉镯》把“媒妁（shuo）”念成了“媒io”，赵秀君的《刘

兰芝》把“贿赂（lu）”念成了“贿luo”。一出戏都要排练若干遍，难道

导演和老师们也不认识这些字？何以无人过问？综上所述，我说京

剧界对字韵问题重视不够，恐怕不为过吧？

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几个上口字

1、竹。王岳凌、李宏图主演的《霍小玉》，“竹”字李上口而王不上口，同一出戏中二

人唱念不一致。据说当年奚啸伯先生灌制《二堂舍子》唱片时，“竹”字是上口的，但后

来他听唱片时却把它砸碎了，说明他认为唱错了（见《老田侃戏》）。实际上在《中原音

韵》（以下简称《中原》）“竹”字有两读，一在鱼模部，与“主煮渚注住柱驻苧贮”等字同

声韵；一在尤侯部，与“烛昼咒胄纣宙”等字同声韵。罗常培先生《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

题》（以下简称“罗文”）和杨振淇先生《京剧音韵知识》所附的“常用上口字表”（以下简

称“字表”）都把“竹”列为上口字，看来它作为上口字是有根据的。

2、输、怒/梳、疏。《中原》这四字同属鱼模部，前者韵母为[ ]，是上口字，与“书舒

殊赎属鼠署庶树戍竖”等字同声韵；后者韵母为u，属非上口字，与“数”（上、去两读）

同声韵。陈少云《勘玉钏》“恐有疏漏”的“疏”、吴昊颐《碧波仙子》“巧梳妆”的“梳”、王

瑾《西厢记》“请小姐梳妆”的“梳”，都被上口唱念为[ʂ ]是不对的，而刘秀荣先生的

《拾玉镯》把“梳”念为shu是完全正确的。

3、助。罗文上口字中有“助”字，而“字表”中没有。《中原》“助”属鱼模部u韵母，京

剧唱念尊奉中州韵，这是“字表”未列的依据，即“助”字不是上口字。马连良先生《借东

风》所唱的“相助周郎”是上口的，大师影响深远，也许这正是“助”字一直传为上口字

的原因。

4、交/爵。京剧中有“金×椅”这个词语。倪茂才、李军、李国静在《大登殿》中都唱

“金交椅”，张蕾唱“金爵（jue）椅”，而吕洋在《贺后骂殿》中却上口唱“金爵（jio）椅”，但

字母上打的却是“金交椅”。《中原》未收“爵”字，但“字表”中有，音jio，是上口字。《现

代汉语词典》中收有“交椅”一词，指古代的一种可折叠的椅子，但没有“爵椅”，更无

“金爵椅”。另“爵”一指爵位，一指一种三足的酒器，词义与椅子毫无关联。还是使用

“金交椅”的说法较为合适。

5、半/扮。《中原》“扮”与“班斑扳板办”同声韵，属寒山部，不上口；“半”与“搬伴泮

畔”同声韵，属桓欢部，上口，只有“般绊”二字有两读。金喜全《陆文龙》“扮”字上口读

buan，不对。

6，结/节。李哲在《林冲夜奔》中，杜镇杰在《正考父》中，都把“时节”、“气节”之

“节”唱成了“jiai”，是错误的；郭玮在《春闺梦》中把“还结坚冰”的“结”也唱成了jiai，完

全是生造上口字，极不可取。实际上“结”与“节”都不是上口字，只是尖团之别而已，

“结”是团字，念jie；“节”是尖字，念zie。

《塞罕长歌》

2月2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

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的重要思想，全

面总结了中国剧协两年来的工作并部署2019年工作。

会议经选举程序，增选了陈彦为中国剧协第八届副主

席。会议通报了中国剧协第八届主席团关于理事更替的情

况；通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理事会理事履职

工作规则》。会上，陈彦代表第八届主席团作了题为《坚持

守正创新 勇担使命任务 努力开创戏剧事业和剧协工作新

局面》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认为，两年来剧协深化改革、

各项工作开展有声有色，有不少亮点和创新；2019年的工

作要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剧 文）

中国剧协八届四次
理事会召开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国家文化宫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