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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时代的交互创造
——评新编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 □杨 辉

大唐天宝元年（742年）八九月间，已

过不惑之年仍怀济世报国之心的大诗人

李白应唐玄宗之召再入长安。与前度干谒

无门、遭逢冷遇不同的是，这一次甫入长

安，便得到玄宗和同代文人的广泛赞誉。

据说唐玄宗降辇步迎、亲为调羹，对他大

加赞赏。贺知章见其飘然不群、才情卓异，

称他为“谪仙人”。一时间，李白之名震长

安，到处逢人说诗仙。但自认“怀经济之

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

天人”的李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仍难以

施展，不过于宫廷之内，宴乐之时，做些个

《清平调》之类的帮闲文字。济世之才无由

发挥，心中郁愤的李白不得已“浪迹纵酒，

以自昏秽”。未几，李白即因洞悉时政之

弊，加之高力士、杨太真妃等人屡进谗言

致使玄宗日渐疏远而萌生“归”意，终于在

天宝三年三月离京。在长安尚不足三年，

但这一番经历，却是李白“学道”与“从政”

纠结转折的关键时段，历来为后世史家文

学家探幽发微的重点所在，也铺排演绎过

多部或震人心魄或教人叹惋的文学故事，

形成了关于李白与时代疏离甚或对抗的

惯常叙述。他白衣胜雪、不拘常调、潇洒飘

逸、放荡不羁、超然物外，无人间烟火气的

形象，也因此长留于文学想象的核心叙述

之中。

历来文章家关于李白与时代交互创

造的一面较少发挥之处，恰为新编秦腔历

史剧《李白长安行》（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

演出，编剧阿莹，导演沈斌）的要义所在。

虽以李白长安三年的若干重要史实为依

据，《李白长安行》却无意于对李白这一阶

段思想和生活经历做简单的历史性再现，

而是包含着艺术地处理诗人与时代、文学

与现实复杂关系的独特用心。既有对诗人

宏阔之天下意识的叙述，亦不乏对其具体

的生活关切的艺术呈现。其展开路径有

二：其一，以设法成就薛仁与花燕的恋情

为例证，表达李白极为浓重的现实关切和

内在自由不羁的浪漫情怀，此为李白思想

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二，以开放边关书禁

为切入点，表征李白的天下意识和经世致

用的博大胸怀。二者彼此融汇交织，共同

表征着诗人和他的时代的复杂关系——

诗人之于时代，并非单纯的被动的放歌与

抒情，而是互相影响与相互成就。文学艺

术的核心意义，也并非吟风弄月、惜时叹

逝、怡情悦性式的“填闲”和“帮闲”，而是

秉有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和化成天下的

精神意义。即便潇洒飘逸、卓尔不群如诗

仙李白，胸怀家国、心忧天下，力图充分发

挥个人的社会价值，仍属其思想和文学观

念的核心。个人生命的兴衰际遇、起废沉

浮自然呈现为文章之兴替，亦无不与世运

之推移密切相关。也因此，“长安挥墨三千

丈，秦岭做案写诗章。请君为我侧耳听，天

上飞歌绣盛唐”便成为李白思想与写作要

义的真实写照，亦属《李白长安行》的点睛

之笔和要点所在。

因是之故，“致广大而尽精微”成为表

征李白与时代关系的重要方式。以经世致

用的博大胸怀做底子，李白对薛仁和花燕

恋情的关注也便有了更为丰富的意

义——既报答数年前薛仁赠银之义，亦不

乏欣赏薛仁科考之时论及经书关禁的勇

气，而后者恰属《李白长安行》的枢纽所

在。李白慷慨自负、气度弘大，自然不欣赏

寻章摘句的科考文章，以为“科场多是陈

规腔，岂能涌出精彩章？”其所谓之精彩

章，并不仅指文章的艺术品质，而是更为

看重文章之后作者现实关切之有无。而边

关书禁所涉，乃时代的重要问题。“大唐朝

边贸繁荣车流欢，唯有那史籍地志堵边

关。边塞楼高悬一纸禁书令，望关外多少

孩童读书难。仰头盼圣贤笔墨通漠北，暖

风吹周礼文明西域传。”是故，他对薛仁科

考之时论及边关书禁大为欣赏，以为与己

心有戚戚——此为“精微”处。其“广大”处

在于，将薛仁的“罪行”与边关书禁会同处

理——薛仁之“罪”，在其所抄写之《史记》

被胡人所购，胡人携书闯关之际被擒，追

根溯源，薛仁自然难逃罪责。李白欲救薛

仁，上书取消边关书禁乃釜底抽薪之举。

而如上种种，同时也与李白个人际遇的变

化密切相关。初闻薛仁与花燕遭遇之时，

李白尚可谓踌躇满志，自以为其经天纬地

之才将随着进入朝堂而得以发挥，故而对

促成薛仁与花燕的恋情信心十足。他在玄

宗宴饮，太真妃做《霓裳羽衣舞》后献上

《清平调》之际，有意成就薛仁与花燕的姻

缘，无奈事与愿违，薛仁被囚，他也遭遇进

入长安之后的第一个打击——发觉玄宗

并无意于用其经世之才，不过期待他作些

个应景的闲赏文字。翰林供奉也不能进入

朝堂纵论国家大事，这与其获知玄宗征召

之后的自我期待截然不同：“会稽愚妇轻

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归时倘配黄金印，莫

见苏秦不下机”。嗣后李白浪迹纵酒之举，

或许也包含着消极抵抗之意。该剧结尾

处，玄宗下诏取消边关书禁，薛仁与花燕

得以团聚且将被重用，诸种努力可谓圆

满，但因洞见时局之弊及个人怀抱无从舒

展的处境，李白遂生离京之意，却也完成

了个人精神史上的重要转折。其由“庙堂”

返归“江湖”之后作品不断，俯仰吞吐之

间，事态人情物理，一一涌上笔端，然于兼

善天下处，仍不能或忘，其得失、荣辱、进

退，无不与此有关。

该剧第四幕李白与李林甫围绕边关

书禁的论争关涉到文化和世界观念“守

成”与“开放”的根本分歧。因有更为宏阔

的思想和文化视野，李白并不赞同史书地

志不能出关的做法。而依李林甫之见，边

关书禁自有其合理性，可防止“外番阅我

史典，知我权谋，愈发狡诈”，其意在“守

成”；李白则以为以儒道文化化成天下而

使万邦来朝意义甚大，其意在“开放”，根

本用心与当下文化精神共同体建构的思

路约略相通。缘此，李白“今发誓粉身碎骨

再上奏，定要那边塞中原相亲和睦，物华

通达——文明礼序四海扬”也便成为极具

时代意义的表达。唐玄宗最终亦赞同此

说，故有如下总结：“大唐盛隆，物华天宝，

史籍经典，四海流芳。各处关隘，解除禁

令，促使牧人，丢弃蛮荒。”此亦为思考并

结构世界的中国古典“天下体系”得以达

成的原因所在，亦是开放包容之盛唐气象

的核心品质，于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

述故事的年代。《李白长安行》植根于历史

史实，却不拘泥于历代解释的基本路径，

而是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宏阔视域中

重新发掘历史故事的当下意义。李白的天

下意识和济世情怀，他和他的时代的互动

共生，无不说明诗人之于时代的价值关切

和责任伦理的不可或缺。就此而言，《李白

长安行》藉由李白的故事所展开的新的思

考，可为当下文学艺术重建与时代的互动

关系提供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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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小剧

场话剧《老式喜剧》受到业内和观众的普遍

好评。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剧本《老式

喜剧》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苏联心

理剧派杰出代表的阿尔布卓夫，其戏剧创

作偏重于伦理道德问题和家庭生活，在手

法技巧上十分注重和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

世界，剧中人物的台词含蓄风趣、富于潜

流、颇具动作性。该剧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

场面，只是通过简单的几个生活场景，讲述

了两位孤独的老人在海滨疗养院不期而

遇，逐渐由医患关系发展为伴侣关系的过

程，表现了孤独者之爱。

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位老人坎坷的人

生遭际令观众唏嘘，两位老人重拾信心携

手人生的相互拯救也令观众动容。男主人

公罗吉昂年轻的妻子牺牲在卫国战争时期

的一个海滨小城，为了守护海滨墓地中的

爱妻，他放弃莫斯科相对优厚的生活条件

和工作待遇，只身来到里加这座静谧而单

调的小城，在一所疗养院中担任总医师，除

了诊疗他的病人，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行动

就是清晨到海滨墓地妻子的墓前献上一束

盛开的鲜花，默默地陪伴和守护着长眠于

此的妻子，用一生的孤独和坚守表达着对

爱情的忠诚，用近乎冷漠的不苟言笑和不

修边幅掩盖着炙热的内心。女主人公莉吉

娅则大相径庭，她表面上热情开朗、无拘无

束，作为在疗养院住院的患者，她并不安于

静心休养，而是屡屡违反作息制度，夜晚跳

窗在花园散步，纵情歌舞，瞭望星辰，观赏

日出，喂海鸥吃东西，搅得疗养院不得安

宁，而在她张扬喧腾的背后掩饰着的是她

的丧子之痛、丈夫的背叛和婚姻的不幸。这

样两位各自背负生活之苦、生命之痛的老

人相遇了，经历了最初的隔阂不解到嘘寒

问暖，从含蓄委婉地表达感情到纵情歌舞

绽放激情，直到接近和认识彼此的内心终

至难舍难分。两位主人公不仅走近了彼此，

也深刻地走进了观众的内心，正如导演班

赞所言：“爱情是每个人生命深处的火焰，

这个戏是关于心灵之光、生命之火的。”

阿尔布卓夫的戏属于“小题材”，运用微观的思维

方式，表达宏观的价值哲思。老年的阿尔布卓夫在描

写老年人心理方面尤见功力，《老式喜剧》则是其中的

典范。在观赏话剧的同时，我想起苏联被誉为“喜剧

教父”的电影导演梁赞诺夫执导的影片《两个人的车

站》和《办公室的故事》。同样是不期而遇的爱情，同

样是迥然错位的男女，同样是带有伤心的过往，同样

是先吵后和的结局，但是影片的情节性、动作性都非

常强，作品直面现实，矛盾冲突外化，剧情谐趣横生，

影片所传递的是尽管生活如此不堪，但仍要善意地对

待的人生态度。而《老式喜剧》的难度在于外

部冲突、戏剧动作都比较简单，主要依靠不同

场景中两位老人的对话来引发矛盾、制造冲

突、推进剧情。剧本的魅力主要不在于外在

的情节变化，而在于冲突过程中气氛、情绪和

心理的变化，在于两位老人真挚而强烈的情

感的交流，在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层揭

示。该剧采用最传统、最质朴的演剧方式，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喜剧是“老式的”。

该剧的演员阵容本身就使观众充满期

待。擅长饰演铮铮硬汉铁骨柔情的演员李幼

斌凭借《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中所塑造的

人物形象而为观众熟知并喜爱。李幼斌的表

演细腻、深沉，方寸之间，拿捏准确，游刃有

余，既表现出多年独自生活的孤独，又有默默

守护的坚韧，更有被压抑后释放的激情。剧中

雨中的奔跑、广场上的舞蹈，尤其是那段颇具

优雅风度的查尔斯顿舞，令人惊奇，使人兴

奋。在观众的心目中，史兰芽是从《围城》中走

出的完美女性，她把莉吉娅外表虚张、内心凄

苦、柔情善良、执拗坚强的性格演绎得十分到

位。舞台上虚实结合，两位演员的表演也是一

个写实、一个写意，一个细腻、一个粗犷，天作

之和，异常默契。

舞美设计追求整体性，虽言简意赅，用粗

粝麻绳拧成的幕帘有效地完成了9幕戏场景

的切换，既灵动又不失庄重，时而是一面墙，

时而是一帷幕，时而是旷野，时而是花园，时

而是广场，时而是墓园……最匠心独具的是

剧中细节的妙用，一盒普通的“糖”在剧中先

后出现5次。第一次两人在花园，交谈中，莉

吉娅注意到罗吉昂一边谈话，一边从小盒里

拿糖吃，此时他一直吃糖只是为了改掉抽烟

这个坏习惯。第二次黄昏在海滨一家小咖啡

馆，两人再次邂逅，罗吉昂一边吃着小面包，

一边把一块糖放进嘴里，而莉吉娅提醒他多

吃糖是与抽烟一样的坏习惯，建议他戒掉。第

三次出现仍是在此场景中，当两人言不由衷，

不欢而散，罗吉昂愤然离去，莉吉娅又提醒他

把糖果忘在桌子上了，并揶揄他没有糖果无

法生活，罗吉昂悻悻地返回，把糖果塞进口

袋。第四次莉吉娅得知罗吉昂生病，住进里加

市郊的一所医院风湿性心脏病科，特意精心

炖了锅清汤，准备了鲜花，在阳光灿烂的早晨

来到病房，探望休养中的罗吉昂。这一次，他

们俩谈得很深，临行前，莉吉娅有点慌乱和尴

尬地从包里取出一盒糖果送给罗吉昂，罗吉

昂激动地收下：“我真是受之有愧。”莉吉娅

说：“除了我，还能有谁送给您呢？”第五次出

现是在该剧最后一幕罗吉昂的别墅，两人略

显隆重地共进一餐话别，但此时两人的情感

已难舍难离，强忍痛苦，互道珍重，出租汽车的喇叭，

呼唤着莉吉娅离去，罗吉昂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椅子

上，慌乱中糖盒掉在地上，他艰难地俯身拾起托在手

里，就好像收拾已然破碎的内心，在这里糖果之甜与

人生之苦形成强烈的反差。糖果每一次出现都准确地

传达出人物的内心状态，增加了人物的动作性、情节

的生动性和情感的真挚性。总之，该剧的二度创作准

确地传递出了该剧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情感与理念，遵

循了心理现实主义，也延续了北京人艺严谨、扎实的

演剧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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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2019年世界戏剧研究联盟大

会7月8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是世界戏剧研

究联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性戏剧研究

盛会。来自英国、保加利亚、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澳

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600名中外学者参会。

本届大会总主题为“戏剧、表演与城市化”，分主题包

括“都市与戏剧的共生关系”“传统、都市化和戏剧沟通”

“戏剧的社会统合功能”“都市与剧场的演进”“戏剧与都市

空间”“历史与当代的戏剧节”“戏剧和文化政策”“戏剧、表

演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议题。会议围绕大会总主题

开展主旨演讲、专题讨论、工作坊、演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

交流。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谢巍表示，上海是中国现代

戏剧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外来戏剧传入中国有很多是经

过上海完成的，而中国传统戏剧的现代转型也大都是通过

上海完成的。他希望参会代表将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背

景下产生的戏剧艺术和研究成果带到上海来交流，体现出

世界戏剧艺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历史潮流，共同承担

起繁荣世界戏剧这一伟大的事业。

世界戏剧研究联盟大会成立于1957年，被誉为戏剧

研究领域的“奥林匹克”，旨在通过举办会议和出版刊物的

方式为世界各地的戏剧和表演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

台。目前，该组织的所有成员来自五大洲的44个国家。

世界戏剧研究联盟每年举办一次地区性会议，每4年举办

一次世界联盟大会，每次都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名

戏剧与表演研究者参会。 （沪 艺）

澳门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具有以

中华文化为主流、东西方文化交融共存的鲜明特征。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为期5个月的大型国

际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艺文荟澳”在6月拉开帷

幕。期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主

办，市政署、文化局及旅游局协办，吴氏策划承办的

2019“一带一路·乐韵传城”国际青年音乐节于7月

17日在澳门拉开帷幕。活动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民

族室内乐团、吉林师范大学琴鸣凤舞伽倻琴乐团、上

海音乐学院唐俊乔竹笛乐团、香港青年中乐

团、亚太青年合唱团、澳门学界合唱队以及

其他8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

和地区的音乐团体，分别献上故乡最具特色

的民族音乐。

谈及参演团体的选择，音乐节艺术总

监、指挥家阎惠昌表示，“首先，这些青年团

体需要保证一定的演奏技术，其次要有鲜明

的民族特色。再次，我们要求团体具备结合

传统与现代风格的掌握能力，同时有年轻的

时代精神。”本着交流的主旨，由上百名全体

参演团体组成的压轴汇演是“国际青年音乐

节”的亮点之一。今年的压轴汇演将上演大

合奏《Join In Hands》，将各个民族的乐器融合在一

起，传递友谊合作、文化共融、世界大同的精神。“不拘

泥于单纯的音乐会，对外拓展不同观众层也尤为重

要。”阎惠昌说，“除正式的室内与户外音乐会，音乐节

还有多种多样的音乐活动，‘工作坊’意在向不同年龄

段的观众介绍传统民族乐器，以收推广宣传之效；各

国青年在街头的‘快闪’表演，则让民族音乐通过市

民、游客的手机镜头在社交网络重现，即使足不出户，

也能在‘微视频’里感觉到现场气氛。” （吴 艺）

“一带一路·乐韵传城”国际青年音乐节澳门揭幕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李白的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他和
他的时代的互动共生，无不说明诗人之于时代的价值关切和责任伦理的不可或缺。就此而
言，《李白长安行》藉由李白的故事所展开的新的思考，可为当下文学艺术重建与时代的互动
关系提供有益参照。

《老式喜剧》剧本的魅
力主要不在于外在的情节
变化，而在于冲突过程中气
氛、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在
于两位老人真挚而强烈的
情感的交流，在于对人物精
神世界的深层揭示。该剧采
用最传统、最质朴的演剧方
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
部喜剧是“老式的”。

7月30日至9月5日，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

化博览会和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将在甘肃

举办。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贸促

会和甘肃省政府联合在京发布了此次“一会一节”的主要内

容、亮点及筹备情况。

据介绍，今年的“一会一节”将围绕主题组织举办“论、

展、演、游、贸、创”六大类23项主体活动。其中，“论”将凝聚

智慧共识，“展”将凸显美美与共，“演”将荟萃文艺精品，

“游”将展示丝路魅力，“贸”将聚焦务实合作，“创”将激发产

业动能。甘肃省副省长何伟表示，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多届的“一

会一节”已成为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开放

合作的桥梁纽带，今年在主题策划、宾客邀请、活动安排上

又着重突出了六大特点，即服务“一带一路”的使命担当、助

力脱贫攻坚的时代责任、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取向、以节促

业的务实追求、繁荣民族文化的交融内涵和持续提升节会

影响力的宣传攻略。继续办好“一会一节”有助于进一步实

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基础、扩大丝绸之路沿

线人文交流、造福百姓为消除贫困注入文旅力量等目标。

据悉，此次“一会一节”开幕式将于7月30日至8月1

日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办，闭幕式将于8月31日至

9月5日在世界文化旅游名城敦煌市举办。开、闭幕式期间，

甘肃省14个市州还将举办30多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异

彩纷呈的配套分项活动，以更好地迎接来自国内外的数千

万宾客。 （路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