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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在1858年的一首短诗中写

道：“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你

是活生生的见证，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

骤起的不幸时分，你撞击着人的心底，犹如

波涛撞击着峭壁。”百多年后，以同样博大的

悲悯情怀，路遥用心血结晶的《平凡的世界》

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哲理性思考：“活着，就要

时刻准备承受磨难”。陕西人艺将他的这部

作品改编为同名话剧搬上舞台，让许多观众

享受到话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引发出非同一

般的热烈反响。

四对爱情与三层含蕴

把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搬上话剧舞

台，严峻的课题是，如何用话剧思维，把百万

字的文学故事重新提炼成只有3万字左右的

戏剧故事。所谓“戏剧故事”，就是要讲求集

中性、动作性、直观性以及戏剧性故事。为

此，编剧孟冰选择了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

史，作为全剧架构的支撑。

小而言之，这是表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爱

的觉醒。改革开放的初期，突破僵化思维方

式之后，承认个人自身的正当利益，特别是

追求爱情的权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下就燃烧起来，而其中向往美好爱情的火

焰大放异彩，是那个时期的鲜明特征。剧中

选择的这四对青年男女，他们或真挚相爱，

爱得生死不渝，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或相爱

不成，只得无声吞咽苦果而强颜无事，如孙

少安和田润叶；或爱恨交错，冷热相反，无以

自拔而历经残酷之后的重新相识，如田润叶

和李向前；或过于“清醒”，把糊涂当成明白，

历经苦难而终遇真爱，如郝红梅之后遇田润

生。这中间还穿插着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夫

妻情深，孙少平对班长遗孀的怜悯爱护……

而其中的核心是孙少平与田晓霞。他们的

追求代表了那一代青年向上的精神，他们的

爱情显示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纯真。四对青

年男女情感上的戏剧性变化，演绎在同一块

饱含悠远文化和苦难历史的黄土高原上，他

们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欢乐与悲伤显得格外

苍凉，格外催人泪下。

大而言之，爱情中的“政治经济学”道出

了改革的起因在于人心。田润叶的那封信，

“我愿一辈子和你好”，使得孙少安的生命放

射出灿烂的光芒。然而一转眼，此事就化为

乌有了。孙少安的一句简简单单的问话，道

破了他与润叶的爱情有花无果的残酷现实：

“你说，我们结婚以后，是我去县里跟她住学

校的宿舍，还是她回来跟我住牲口棚？”城乡

二元化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岂止是

“农”与“非农”的户籍差别？爱情被非感情

的贫穷活生生地掐死了。

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爱情、事业、命

运为主线的全剧，始终在理想的美好世界和

平凡的现实世界中间跌宕着，翻腾着，挣扎

着，奋斗着……诡谲的命运使得孙少安、田

润叶、郝红梅在坚韧、吞咽、探寻、挫折之后，

终获安然。而孙少平总是在思索许多困惑，

总是在探寻未知，总是想知道在更大的世

界会发现什么。他非常知心地对田晓霞说，

“只有像你我这种人，看了一点书，就开始探

讨人生，甚至觉得自命不凡。可问题是，明明

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却改不了，打死也不愿

意同流合污。你说，这可怎么办？”他们俩就

像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里的小男孩，

离开丑恶，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当田晓霞真

的为了高尚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的

时候，正如孙少平在小说中读到的，“你生活

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

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古今中外，

所有为美好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人莫不如此，

只能是留取丹心，与天地恒存了。全剧的最

后一个场面是，孙少平把去年与田晓霞的会

面与现在对她的缅怀糅合在一起，上穷碧落

下黄泉般地寻找着，伏在浸透苦难的黄土塬

上呼叫着心爱人的名字“田晓霞——”那就

是在呼叫着他日夜向往的理想。

“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

生”——那是因为平凡世界的人们从未停止

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他们像但丁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活得平凡，但我们绝对不能活得平

庸。这就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所昭示

的深蕴。

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史蕴藏着三层

内涵，是孟冰在全剧架构中的独特建造，是

全剧创意的精深表达，是对全剧主要人物形

象的精妙雕琢。

大胆融入象征元素

导演宫晓东在这部戏里做了精心而大

胆的创造性探索，使自己在导演艺术的攀登

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键是他在转台

的使用上，显示了新的解读。

剧中，宫晓东让他的转台负载着富有哲

理的象征性含义。J·L·斯泰恩认为：“易卜

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和契诃夫，当他们作

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创作并取得巨

大成就的时候，却仍力求选择一种更加象征

化的表现手法”。譬如，易卜生在他的剧作

《野鸭》中，“贯穿全剧的则是野鸭本身，它是

象征着罪恶的一种难以捉摸的符号”。契诃

夫的《樱桃园》中的樱桃园，负载着多重的象

征含义：俄罗斯贵族曾经的美好生活写照，

一面检验人生态度的镜子，还是承接过去与

未来的纽带。这些就是为了在戏剧里“追回

那曾经在现实主义中失去的梦幻色彩”。一

旦戏剧舞台失去了“梦幻色彩”，就等于弱化

了剧场艺术的魅力。

宫晓东在转台使用上营造的“梦幻色

彩”是什么？就是孙少平的那句话：“多少美

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

没发生……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

发生”。只有细心观察生活，深刻思辨生活

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认识。当美好和痛苦

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换相连；当理想与

现实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生悖反；当清

纯与混沌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依角力，

都具有如梦如幻的色彩。

磨盘和碌碡是黄土高原上农户最常见

的劳动工具。这出戏的整个舞台就是一座

巨大的磨盘和它托着的碌碡，核心就在一个

“转”字上，转出了平凡世界里人们的挣扎、

痛苦、奋斗、快乐、思辨……孙少安刚刚读过

恋人田润叶誓言般的情书，发狂地大叫

“大山啊你挡不住云彩”！可磨盘一转，他

就去山西相那个不要彩礼的贺秀莲当对

象。磨盘再转，田润叶就成了婚礼上的宾

客，她送的一块红缎子，竟成了新郎与新娘

入洞房的盖头。命运仿佛就是一个熊孩子，

用手指轻轻一转磨盘，人们就这样地被撕扯

着折磨着，就像上面的碌碡变成洞房那样乖

张、荒诞。

特别要说的是，还有不转之“转”。孙少

安与贺秀莲那幅婚礼的巨幅画面，生动、逼

真、丰富。此刻，整体磨盘并没有转，但是，

这幅画面却不时地在上下流转。它上下三

层——最上的碌碡，那是洞房；中间是磨

盘，那是婚礼主会场；下层是磨盘基础，由

盘旋而上的小道缠绕着，小道侧面是两口

窑洞门。

结婚现场总氛围就是喧闹（乡亲们自带

着大海碗，拥挤在这里，吃着油泼辣子面之

类的流水婚宴），它分布着九个视点，显示着

多种不同的喧闹。在这样一幅相对静止的

画面上，导演不动声色地让整幅画面上下

“流转”，即连缀起来——先是妇女干部，同

时又是大媒人的二妈走进二层婚礼主会场，

面对三层场面，大声为新娘子造势，威风地

将手中的一卷纸（像是文件）拽到一层小道

上低头吞咽面条的后生的头上，提醒他注视

“领导”讲话。之后，那后生再把那卷纸递上

去。这拽下和递上，是第一次连缀大画面。

田福堂告知新郎，润叶可能回来，提醒他做

好准备，之后，顺着小道，从二层到了一层，

拍了拍在最底层，搀着奶奶的少平（为后面

黄原饭店那场戏作伏笔）；再一抬头，撞见进

门的儿子润生，骂了两句儿女都不省心之

后，扬长而去。这是第二次连缀大画面。润

生扛着自行车，顺着小道，登上二层，向新

郎表示祝贺，这是第三次连缀大画面。这三

次反复连缀，使整个大画面浑然一体而又灵

动活泼，为即将开场的，田润叶与孙少安那

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对撞，营造好阔大的风俗

环境，创造出特有的意境，既刺激又规定了

两位主人公的内外表现：教师田润叶只能孤

独地苦笑无语，默默吞咽；新郎孙少安只能

孤独地用佯作的狂喜呼叫来怒斥命运的残

酷，暗中倾吐内心的苦闷。而这里，动与静

的对比，欢乐与痛苦的对比，喧闹与孤独的

对比，不正是孙少平对人生的总结——“多

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

事也没发生”吗？

磨盘与碌碡的左右旋转，巨大画幅的上

下流动，在运动中编织出了悠长的、含蕴的、

厚重的、无尽的、梦幻的画卷，令人看不胜

看，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平凡的世界》的编导在自己现实主义

的戏剧创作中，张开想象的羽翼，大胆融入

象征的元素，显示了他们不断强化现实主义

戏剧的表现力的自觉。观众的喜爱证明了

这种探索是成功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了让我们在剧中看到生命的光芒：理想使痛

苦光辉。

话剧话剧《《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寻求生命的光茫寻求生命的光茫
□□欧阳逸冰欧阳逸冰

开天辟地新中国，一座丰碑问
苍穹；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
英雄。

不知多少次急忙忙走过天安门
广场，也不知多少回急匆匆瞥目人
民英雄纪念碑……可谁又知道纪念
碑背后的故事？

有这么一群石匠——从前跪着
雕碑，如今站着刻碑；从前雕过皇宫
帝陵，刻过帝王将相，如今雕刻的却
是人民自己，是人民英雄。这就是
历史的沧桑变迁，就是时代的伟大
进步。

难道不应该为那些石匠，还有
那些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们抒写、
抒怀、抒情？

这是我写在河北梆子《人民英

雄纪念碑》（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

上演）节目单上的一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今，抑

或是中外，各式各样为已故人物或

重大事件而建立的石碑数不胜数。

巴黎凯旋门是一座拱形门纪念碑，

纪念拿破仑皇帝的军功和胜利；华

盛顿纪念碑是一座方尖碑，纪念美

国的开国总统；在中国唐代，乾陵前

的那块无字碑，更是闻名天下。这

些石碑大多是纪念英雄和帝王的功

德，而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为人民、

为人民英雄雕刻的丰碑，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

过的事情，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共和国最根本

的性质，那就是人民的国家。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个“高、大、上”的剧

名，乍一看不禁生出十分的敬仰，但“敬仰之情”

似乎跟“戏”沾不上边儿。不少戏剧界的同仁和

朋友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更多的观众倒是想看

个新奇。就如我3年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获得者屠呦呦创作的歌剧《呦呦鹿鸣》一样，

这出戏也经历了从怀疑到不被看好，到意想不

到，到大呼过瘾的过程。最终，河北梆子《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上演正如写戏人始终追求的那

样——“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了。

的确，选材“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创作非

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时一刻的冲动。早在十

几年前，我无意当中接触到河北曲阳石匠雕刻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进而了解到曲阳是个

石匠之乡，那里的石匠从西汉至今，祖祖辈辈以

雕刻为生，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

台山佛像、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到天安门前的

金水桥，历朝历代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刻印

记。当时间定格在1949年9月30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头一天，一

座历时10年之久，最终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于是，那些雕过龙、

刻过凤；雕过皇宫帝陵、刻过帝王将相；雕过各

路神仙，刻过各方神圣的石匠们，他们人生轨迹

从此跟新中国交织在一起。

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个

宏大的题材，通过怎样的视角切入，

选择的可能将是多种多样的，既可

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

梁思成、林徽因为线索，还可以浮雕

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

松鹤等其中任何一个画家、雕塑家

为素材。然而，石匠们的故事始终

深深地吸引着我的思绪，引发我不

尽的遐思，久久萦怀难却。

人民养育了英雄，也造就了人

民英雄；英雄来自于人民，也创造了

历史。

石匠是人民的一份子，是最普

通、最朴素的一份子，而由普普通通

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味和

意义。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沧桑

巨变，从小角度表现大主题的恢弘

观照，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

的无尽感叹——这就是我创作《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

再崇高的主题，再恢弘的叙述，

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下笔、从“人

物”出发。石老爹就是“这一群”石

匠中的“这一个”，他很平凡，也想着

把祖传的石雕技艺传给后代，所以，

他一心盼着在部队当兵的大儿子石

富早点儿回来继承手艺，小富即安，

平安是福，这就是他的人生追求。

他不完美，还记恨着祖上几百年来

的个人恩怨，还不认玉琴这个儿媳妇，因为这门

婚事坏了规矩。然而，在亲人牺牲的震撼之下，

还有玉琴“刻小碑”与“刻大碑”的感召下，石老

爹最终走出了悲痛，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把

自己对亲人、对英雄的爱都融入到人民英雄纪

念碑的雕刻中……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普通

升华到崇高。

“汉白玉石何其幸，塑造英雄铸辉煌；石匠

老爹何其幸，雕刻英雄永颂扬。英雄从人民中

走来，人民雕人民英雄相得益彰。”是的，汉白玉

石是幸运的，因为镌刻英雄，从此有了温度，不

再冰冷；主人公石老爹是幸运的，因为雕刻英

雄，从此伴随着亲人，伴随着英雄，也伴随着永

恒。在戏里，石老爹、儿媳玉琴、大儿石富、小儿

石贵、小儿媳小荷，还有孙儿小石头用接龙的方

式，反复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是太阳、乌云、大

风、高山厉害，还是石匠厉害？当然，这世上最

厉害的自然是石匠。不，其实是人民最强大，因

为，人民创造了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一部作品写好一个讴歌已

属不易，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却希望能够写出

“四个讴歌”。

行文至此，我想把节目单上编剧在末尾处

的那句话，当作本文的结束语——

当再次路过天安门广场，再次看见人民英
雄纪念碑，但愿我们放慢脚步，默默地瞻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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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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