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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为中国古典四大

名剧之一，全剧在南明弘光朝廷从建立到覆灭

的历史大背景下，演述复社文人侯方域（字朝

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情缘离合，勾勒出明末

清初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和复杂多变的世态万

象。自问世以来，《桃花扇》被改编成各类剧目，

尤以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改编最为人

所知。在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之际，导演

陈刚将话剧《桃花扇》再度搬上舞台，在向前辈

大师致敬的同时，也以其大胆的创新赋予了作

品新的艺术风貌。

在《桃花扇小识》里，孔尚任说道：“桃花扇

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

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

肯辱于权奸者也。”这段话阐明了作者通过《桃

花扇》诉诸民族大义的根本意图：明王朝消亡

了，这段历史逝去了，那些作威作福、残害忠良

的权奸也随波逐流，消逝于历史的烽烟中，唯有

扇面上的桃花血迹历历在目，这血迹寓含着李

香君反抗权奸、矢志守节的精神。1937年，欧阳

予倩创作京剧版《桃花扇》（后又改编成话剧剧

本），也是为了唤醒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抵抗

日本侵略者；同时，针对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

的不作为而进行辛辣的讽刺和鞭挞。可以说，欧

阳予倩的改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明确的

政治意图，故而凸显了剧中的民族大义这个基

本点。尽管如今的情势不同于欧阳予倩改编《桃

花扇》的时代，但新编话剧《桃花扇》却没有改变

这个基本主题，在某些细节处理上，还强化了这

一主题思想。试举两例：

在欧阳予倩的话剧剧本中，李香君出场时

通过郑妥娘的话介绍李香君在楼上读《精忠

传》：“看到风波亭岳老爷归天的时候，就哭了起

来。”新编《桃花扇》则把这句话外化成说评书的

方式，演员们在舞台上直观地演绎风波亭上岳

飞父子慷慨赴义的英雄形象，以浓墨重彩的方

式，在增强戏剧舞台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香君

出场时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她爱憎分明的

性格，她对忠臣、英雄的爱和对奸臣的恨。

又如李香君雪天面斥权奸一场，新编话剧

在原作基础上增加了一段李香君在雪地受罚时

的内心独白：

八岁那年，爹妈被魏党所害，死在大狱，我

一个人躺在街边快要饿死的那个晚上，月亮也

这么圆这么亮。人间好苦，真想躺在雪里不起来

了，就这么躺着，等到严寒过去，等到春暖花开，

变成一缕风，变成一只甲虫，变成一棵桃花树都

好啊。不，不，我不能这么没出息，我怎么能想到

死？侯公子去扬州抗清，我说过我要等他回来。

我可是等了十年，才等来了心中的英雄……

这段诗意盎然的独白配以舞台布景和灯光

可谓情景交融，主人公的思绪在现实与过往之

间穿梭，以回忆的方式补充交代李香君的身世

遭遇，于是李香君何以对魏忠贤等奸臣恨之入

骨，在人物所坚守的道德立场之外，又更有了现

实的渊源和依据，并进一步丰满了人物的形象。

杨文聪（字龙友）的人物塑造也呈现了作品

的主题。原作中，杨文聪是在混乱时势中左右逢

源、和稀泥的角色，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

物。新编《桃花扇》基本保持了这一人物的性格

和功能，又补充了对人物最终命运的交代：“杨

龙友杨公受命于国破之际，驻守苏州。清兵随后

攻陷南京，南明文武大臣除逃亡外，大部投降。

清将曾派人往苏州劝降龙友，说客却被文聪所

杀。杨公孤军奋战，做困兽之斗, 屡挫清军。终

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劝降不从，与其子鼎卿

同斩，以死殉国。”慷慨之言震撼人心；继而在舞

台上虚拟出先后以死殉国的两位将士惺惺相

惜，携手离去的场景，进一步烘托和升华了作品

坚守民族大义的主题。只不过对杨文聪这个人

物的多面性，剧作似乎还可再铺垫细节以增强

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逻辑性。

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宣明民族大义的同

时，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由于时势所

需，欧阳予倩在改编时强化了民族大义主题，而

淡化了历史兴亡感，新编《桃花扇》则在一定程

度上对此加以恢复，这主要体现在对侯朝宗这

一人物的塑造上。侯朝宗一介风流名士，在扬州

跟随史可法守城时直面真实的战争杀戮和无数

人的生死时，内心产生了恐惧和动摇，逃回南京

寻找李香君的途中又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编《桃

花扇》在结尾处补充了一段侯朝宗面对李香君

质问时的回答：“香君，我从小遍读忠义诗书，一

心要报效国家。可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

在哪里？臣又在哪里？你知道的，我也曾书生意

气，想力挽狂澜！可是经历了这一切，我才明白，

乱世之中，一己之力如同蝼蚁。连自己的命运都

不能掌握，江山风云还谈它作什么！茫茫末世，

我只想找到你，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管他什么

家国社稷，这些都不重要，短短余生，只要有你

我相伴相依就够了！”侯朝宗在民族大义上有

亏，但在乱世中苟且安身，与香君在离乱中重逢

厮守的愿望还是有其人性合理性的，新编剧本

将对人性的理解放到乱世中，凸显了个人选择

的不易，使得整部剧的美学基调深沉悲凉，以离

合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

此外，新编《桃花扇》在艺术形式上也屡有

创新，如苏昆生既充当了剧中的角色——戏班

的师傅，又充当了击鼓说戏的“叙事人”。将苏

昆生与大鼓置于舞台前景，鼓点在关键处响起，

声声摄人心魄。他在剧中自由地“进进出出”，产

生了布莱希特戏剧式的“间离”效果。剧中还安

排了数位“创作者”角色，起到了类似西方戏剧

中的“歌队”作用，发挥着介绍情节、评述人物的

功能，这些都是新编《桃花扇》将现代戏剧元素

融入传统戏剧的大胆尝试。同时，在舞美设计

上，在全剧基本的风格上，剧作又强化了民族美

学元素，使新编剧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在继

承传统中的创新与创造。

7月20至28日，中国国家话

剧院年度重点原创话剧、2019国

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剧目《人间烟

火》将在京首演。该剧由娄迺鸣

导演，林蔚然编剧，讲述了党员苏

小鱼主动请缨主持基层社区棚户

区拆迁改造工作，以真挚情感和

智慧才干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

故事。主创团队深入社会一线汲

取创作灵感和素材，以温暖的轻

喜剧形式展现了生活在我们身边

的“城中村”居民的真实生活及他

们与家园、时代之间丰富浓烈而

又深沉美好的情感关联。

该剧将真实的人物故事、细

节融进创作，剧中穿插了亲情沟

通、老人赡养、年轻人创业等社会

热点问题，在对市井百态的呈现

中，讲述了一个个接地气、暖人心

的小人物故事。林蔚然表示，剧

中人拆掉的不仅是房子更是人心

中的隔膜和壁垒，而重建的除了

家园、信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接纳。娄迺

鸣谈到，在二度创作上，团队主要从几个问题入

手对作品进行了思考，即以什么样的热度、激情

去诠释故事，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赞美生活。据

悉，该剧在舞台设计上采取了以圆形转台展示

不同家庭空间切面的布景结构，随清晨、夜晚变

幻的灯光效果将与之结合，共同为观众勾勒出

一家家一幕幕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百姓故事。

（路斐斐）

以“新时代雷锋电影剧本的时代性与传承性”“中国故事

与国际化语言的适应性”等话题为主要议题，近日，由北方联

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求是影视中心主办，以编剧黄亚洲的小

说《雷锋》为蓝本构想的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在京举办。文学

界、影视界等专家20余人参加研讨。与会者从雷锋精神产生

的时代背景、时代内涵，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以及

重拍雷锋题材的难点、突破点等入手，就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在

新时代更好地挖掘并传承雷锋精神发表了各自看法。

专家指出，雷锋精神诞生于物质匮乏、国家贫弱的特殊历

史时期，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

精神、利他主义曾深刻影响了几代国人。雷

锋不仅是时代楷模，其精神价值更是永恒的，

其精神中所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对解决当下

社会发展中在精神领域、道德层面所遇的种种困惑亦具有积

极意义。专家谈到，2020年是雷锋诞辰80周年，在今天以电

影的形式再次挖掘并传扬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对于引领当

代青年人重新发现、感受并继续继承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来说

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雷锋精神内蕴丰富，重拍雷锋题材不能

囿于题材本身，关键要能切入时代痛点，做好艺术转换。只有

深刻打开人物的心灵世界，打通时代与人、时代精神与时代间

的内在关系，才能真正以强大艺术感染力引发当代观众的认

同与共鸣。 （路斐斐）

在继承传统中创新与创造在继承传统中创新与创造
——话剧话剧《《桃花扇桃花扇》》观后观后 □饶 翔

近日，中宣部组织遴选并公布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中，由河北邯

郸词作家龚爱书创作的《党啊，亲爱的妈妈》位列

其中。这首歌是龚爱书歌曲艺术创作的最佳代表

作，于1981年他在邯郸市歌曲创作学习班学习期

间创作，当时的名字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

答》，是《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原始版。

这首歌整篇歌词感情浓烈，朴素自然，既记叙

了妈妈为养育儿女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又表达出

儿女发自内心“报答恩情”的强烈愿望。歌词充满

深情，拨人心弦。

1935年 7月龚爱书出生于河北省磁县南左

良村，2岁时其母亡故。幼年、童年、少年……终

其一生龚爱书都渴望得到母爱。青年时期的他是

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成长起来的，在歌声中他

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并积极投身于火热

的建设中。在矿上当工人期间，他和工友们常在

一起念着顺口溜：“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

设好家。”后来他当过记者、法院的书记员，又到了

郊区宣传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创作歌曲。1981

年，龚爱书终于如愿以偿调进市群艺馆，专事歌曲

创作。工作和生活上的“节节高”，逐渐使他加深

了对“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歌词的理解。1960

年，25岁的龚爱书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并于6

年后如愿入党。

言为心声，歌为心曲。龚爱书是带着一颗感

恩的心来创作的。在其子龚庆丰的回忆里，父亲

回到家仍手捧写有歌词的稿纸，爱不释手，时而低

声畅吟，时而笔触纸间，一字一句斟酌。百余字的

一篇歌词调动了龚爱书几十年的情感。他要把母

亲对儿女的慈爱、党对人民的恩情全部写进去；要

把儿女对母亲的报答、人民对党的回报全部表达

出来。歌词成了他情感蓄积的勃发和强烈宣泄。

后来，为了这首歌能在长沙纪念建党60周年联欢会上演唱，词

作者佘致迪经龚爱书同意，对歌词进行了部分修改，歌曲名也随之改

为《党啊，亲爱的妈妈》。

1984年央视春晚上，殷秀梅的一曲高歌让《党啊，亲爱的妈妈》

唱响大江南北，成为了全国人民喜爱的优秀歌曲。后来，殷秀梅在邯

郸演出期间见到龚爱书，她握着龚爱书的手说：“衷心感谢您为邯郸、

为全国人民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不久后，她又在《人民音乐》上发

表文章说：“这支歌歌词韵律上口，明白如话，调动每个人的切身感

受，在简洁朴素的叙述中，融入对母亲、对党的深厚感情……使人听

之如饮甘醇，意味不绝，遐思深远。”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不仅打动了亿万中国人，而且也传唱

到了国外。1994年盛夏，龚爱书和漫画家徐华峰随邯郸专家考察团

到朝鲜，并著文记录了他的感想：“8月1日下午我到平壤六月九日高

等中学（因1969年6月9日金日成主席批示在此建校而得名），由15

岁的女同学白顺金用华语和朝鲜语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此时，

我心中非常激动，想不到能在朝鲜听到我们的歌。……歌声将要结

束时，我即站起来与同行的同志一起鼓掌致谢。这时，译员非常激动

地告诉大家，词作者龚爱书就在现场，台上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

声。我走上台紧紧握着白顺金同学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还

得知，《党啊，亲爱的妈妈》在1990年就用朝鲜语录制出版了盒带向

全国发行，并迅速在各地传唱起来。”

懂得感恩，方得始终。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先后在全国评选

中9次获大奖，广播电台、电视台竞相播放，百余种书刊杂志予以介

绍。龚爱书因创作歌词而名气大涨，但他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在

创作之余，也把更多时间用以培养歌词创作后人。

2000年初夏，因身患癌症龚爱书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他用尽

力气又创作了一首新歌词《爱，来自党的胸怀》以庆祝即将到来的

党的生日：“每一次点燃生日的蜡烛，心中就亮丽一片爱。爱的激

情滚滚涌动，爱的赞歌声声豪迈……”词作写完后他即交给儿子庆

丰发给《词刊》编辑部，很快编辑部就复函相告准备刊用。得知消

息后，龚爱书好似了却了一桩心事，只盼早日见到作品发表。谁

料，6月8日他却永远告别了心爱的事业和家人。《词刊》编辑部于

这一年第4期刊登了龚爱书这首词作并配发了“编者注”：“龚爱书

同志为中国音乐文学事业献出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卓越的成就。

其代表作品《党啊，亲爱的妈妈》唱响全国，久久流传。龚爱书同志

对党无比热爱、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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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剧以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作为突破口而收获

口碑、收视的优良之作逐步增多。如何展现传统文化，表

现好传统文化之美，颇值思索。

近期优酷网络平台播出的剧集《长安十二时辰》自上

线以来在关注度和口碑等方面成绩亮眼。这部拍摄历时

200余天的剧集一经播出，便在豆瓣收获了8.8的高分。

其扎实的剧作叙事、颇具匠心的摄影调度、严苛推敲的背

景细节等被无数观剧者点赞。剧中缩影呈现的千年长安

风貌，不仅成为了全剧亮点，也令整部作品洋溢出颇具雕

琢感的人文气息。在精益求精的视听制作氛围下，《长安

十二时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创作语汇之中。

除却饱满的人物设计和剧作内容，《长安十二时辰》所

表现的深刻文化内核亦显厚重。该剧的场景搭建共花费

7个多月，营造的美术氛围无比惊艳，服化道的水准亦远

高于预期，不仅可从视觉角度上烘托剧情，更在赏心悦目

之余，令不少观众大呼“学到了！”例如，剧中以人物身份性

格为基准，以服装作为诠释历史面貌的重要载体，设计了

样式各异又符合历史记载的人物装束：军人着颇为讲究的

“缺胯袍”，官员着官阶不同的花纹澜袍，兵士着实战用的

龟甲背，神傩着祈福驱疫的百衲衣……甚至连服饰的细

节、穿法也拒绝含糊。观众通过切实严谨又华彩纷呈的服

饰，不仅能学到传统服装的样式规矩，也能领略颇具特色

的传统服饰之美。

在妆容方面，剧中的细节考据亦值得称道。据了解，

剧中几乎每位重要角色在上戏前都需化妆近 3 个小

时。剧中时代的粉底并非肆意涂抹，而是要用肤白打上三

四层，再以胭脂从局部修饰，并注意同粉底的过渡；而眉形

设计则依据了史载“十眉图”的讲究，不仅要符合时代特

征，也要贴合演员脸型；发型设计也并非随意扎起、一盘而

就，剧中男性角色均戴幞头穿靴子，并在各种发型中寻求

搭配。这种细致入微的服化语汇，在光影的互动中激活了

充沛的美学基因，形成了更具视听化的表达力量。

《长安十二时辰》大受欢迎的背后是影视创作与传统文

化讲述的双向关系：传统文化魅力并非是影视创作取巧的

附庸，相反，二者不仅相辅相成，并且互相影响。以影视视

听的创作手段为媒介，传统文化之美的展现更被大众喜闻

乐见。而另一方面，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则需要优良的匠心

与严谨的姿态，使之在视听语言中得到自然而然的传释，使

影视作品得以在先人智慧的灵韵中观照当代。

《长安十二时辰》一剧中洋溢的唐风古韵不止在国内

市场得到了肯定，在海外观众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剧作

靠细节发散的艺术感染力使观众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文化

审美和观剧娱乐的双重需求，不仅向国内观众传递了厚重

的历史记忆，也向海外播撒了独特视角下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传统文化题材剧集向外传播的步伐已加快，

早先《甄嬛传》《芈月传》远销海外，曾引领了浓郁的中国风

尚、中国潮流；《媳妇的美好时代》《鸡毛飞上天》《小别离》

等现实题材国剧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热播，一度成为“网

红”剧集；《琅琊榜》《扶摇》等国产古装剧在海外轮番播出

甚至引发外媒热议。海外观众在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的过程中，文化“走出去”自然也水到渠成。

除了服化道的艺术美

感，在表现传统文化之美的

语境中，影视作品的核心表

达同样需有饱满的寄托。正

如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一

方面是颇具文化差异的众生

姿态，一方面是主角二人直

面向前、追寻答案的不懈过

程，其中透出的家国情怀、道

德信义、责任担当正是中国

传承千百年的优良品德，同

样属于传统文化魅力的一部

分；而在扎实的视听艺术表

达下，整部剧所寄托的“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更为整体创

作找到了传统文化上的精神坐标。

以视听手段切中传统文化的截面，不仅要扣准传统形

式的艺术美感，更要把握住传统文化内里的核心思索令传

统文化之美传释出特有的深度。同时更需“以古人之规

矩，开自己之生面”，运用现代化的视听手段，使中国影视

剧集的产出更有生命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书写在多

种艺术渠道中有机焕发。

在这样的期盼下，《长安十二时辰》的出现或许提供了

一个优良范本，“成功”并非只是数据的堆积、“人气”的竞

技。只有当创作者真正捕捉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以行

业匠心尊重与雕琢，其作品中的虚构世界才会真正发散出

观照现实的智慧弧光。因此，全方位提高制作水准、切实

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中华文化向外走出的必由之路，在

这样的前提下，国产剧集的海外远航或将收获更具现代活

力的新鲜温度。

《长安十二时辰》：

视听中焕发的传统文化之美
□何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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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雷锋题材剧本创作：

要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

评 点艺 谭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峨眉电影

集团等联合摄制出品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讲述了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怀着强烈使命感，冲破国民党封锁，冒险深入被

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真实

故事。在日前由《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电影《红星照耀中

国》观摩研讨会上，十余位业内专家围绕该片的思想立意、艺

术特色以及创作得失展开了深入探讨。

谈及创作初衷，影片导演王冀邢表示，我们不是在编一个

故事，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让今天的年轻人认识到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成长历程，理解当年的革命先烈如何为了人民

与信仰不断奋斗，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会专家认为，

该片对斯诺的陕北之行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精神内涵有

新的探索与发现，既呈现了一个主动对世界开放的、为了人民

的新生政权，又以斯诺的陕北之行，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影片的叙事视角独特，透过斯诺的视角来观察、审视中

国西部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与工农红军等，营造了一种陌生

化的效果，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影片的主要形象、历史细

节还原度高，主要演员都较好地传达了历史人物在那个时代

下的状态与气质，给观众较强的代入感。与会专家也谈到了影

片存在的不足，认为影片缺少较强的戏剧冲突与故事高潮，对

斯诺个人心路历程的转变表现不够，个别人物塑造上还存在

概念化痕迹等。 （余 非）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独特视角展现共产党人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