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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或散文的角度大致有立意角度、选
材角度、构思角度、文体角度、语体角度。而
戏剧不论是何种构思、何种立意、何种风格，
首先要把能否迅速展开戏剧冲突作为前提，
去寻找准确的戏剧角度。

故事角度这几个字听起来不复杂，但寻找准确的

角度，却是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困惑的过程：角度找不

好，后边的故事叙述起来就会磕磕绊绊，一不留神还容

易脱离主线、让观众失去对戏的兴致；然而一旦找到合

适的角度，故事的展开会突然顺畅舒展，一切都好像变

得容易起来。角度二字真是神奇，它是故事的起点，也

仿佛在无形中控制着情节的展开、影响着故事的终点。

文章的角度，一般都叫它叙述视角，它是对故事内

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的切入点。同样的事件，从

不同角度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所谓“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也。就戏剧而言，是从哪儿

发生冲突，或者说，从哪儿开始讲述能很快进入核心冲

突的切口。角度不是“切口”，但角度决定了“切口”，决

定了开场戏的选择。这里，我想从话剧《三湾，那一夜》

的“切口”与“角度”入手，谈谈话剧创作的一点心得。

寻找《三湾，那一夜》的“切口”，曾经费了我好长一

段时间的周折。本来写好的一场戏，觉得开场的“切

口”挺好。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一路撤退到三湾

村，老百姓没听说过革命军，都吓得躲到山上去了，罗

荣桓带着几个战士，挥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

旗帜，冲着大山喊话：“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工农革

命军……”喊话过后，团长苏先俊抓到开小差的雷排长

和几个士兵，准备从他们身上下手，整顿军纪，杀一儆

百。写完这个开场戏，开始觉得还挺好，没过几天就觉

得不对，经过反反复复的斟酌惦量，狠心删掉了。为什

么删掉？因为这仅仅是交代、说明秋收起义的背景、铺

垫其后的矛盾冲突，不能很快地把全剧的“扣子”系上。

问题出在哪里？切口不对。

“切口”不对是因为开始在构思全剧大的结构时，

忽略了对角度的聚焦、寻找。由于“切口”不对，后边的

戏开始绕来绕去，尽管不断使用过度的技巧，依然不能

走到真正想走的路上——核心事件的展开。

小说或散文的角度大致有立意角度、选材角度、构

思角度、文体角度、语体角度。而戏剧不论是何种构

思、何种立意、何种风格，首先要把能否迅速展开戏剧

冲突作为前提，去寻找准确的戏剧角度。

戏剧是冲突的艺术，清代大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李

渔所讲的“立主脑，减头绪，去枝蔓，密针线”编剧十二

字诀的第一诀“立主脑”，从他对《西厢记》的分析中可

以看出，主脑不是对主题的定位，更多的是在哪儿系

扣，戏剧扣子系上了，戏剧的核心冲突便有了焦点，瞄

着核心冲突结构下去，所谓“减头绪”，不减也减了，枝

蔓不去也去了。有了以上三条，才有可能密针线，情节

的连贯性、全剧的节奏才会凸显出来。

从哪儿立主脑？把全剧的扣子系上，决定了展开

核心冲突的快慢，这点最衡量一个编剧的戏感以及对

戏剧整体的把握能力。写戏的人都知道一出戏的开场

很难写——交代、说明、铺垫，这些进行完才有可能把

扣子系上。若开场的角度没选择好，交代说明以及辅

垫部分势必拖沓。交代多，戏就拖。拖，也就是俗话说

的皮厚，如吃包子，咬了几口都咬不到肉，谁人不烦？

交代说明部分多了，观众还没等到核心冲突展开就已

经不愿看下去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交代说明

中设置冲突？在冲突中说明交代？在不知不觉的铺垫

中完成系扣？若能做到这样几点，那么，开场就是戏，

带入感一下就有了，再进入核心冲突，就成为自然而然

的事儿了。

从哪儿入手才能完成以上几点？这真是戏剧开场

的“托马斯旋转”——高难度戏剧技巧。

再难也得找到它——角度、切口，这是结构剧本中

无论如何也省不掉的步骤，首先要认识透彻作品究竟

要表达什么，既然开场的切口影响着最后的高潮，那

么，能否在感觉最后的高潮中，用倒推的办法，来审视

开场的切口呢？

《三湾，那一夜》的主题是“不忘初心，革弊鼎新”。

三湾那一夜，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对自身所进行的伟大

改革，这场改革，诞生了一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伟

大的人民军队，再现三湾那一夜的会议，重点表现毛泽

东在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与危机，表现改革旧军队、加

强党的领导起初有多么艰难，假如上来就交代秋收起

义失利后的背景，再表现三湾改编会议内部斗争的激

烈，情节进程显然缓慢了。更何况，在结构该剧时，我

预先设定了三条情节线。协盛和杂货铺的三湾会议是

主线，两条副线是发生在场外的故事：反对毛泽东的军

官，准备随时绑了毛泽东礼送中央；因开小差被抓起来

的雷排长，为了保命随时想逃跑，而毛泽东在这期间向

他的政治对手保证说：雷排长不会跑。

如何能很快拎起预先结构好的三条情节线，同时

又能迅速把观众带入剧情呢？戏剧开场不光考验一个

编剧对戏剧冲突的把握，对戏剧核心事件的认识，对戏

剧规定情境的营造，更考验编剧对观众审美需求的尊

重，是否能很快将观众带入到戏里。

我想到第一次参观三湾改编纪念馆时，一位老讲

解员说的话，他说：“毛主席那天晚上开会可危险了，罗

荣桓带着特务连荷枪实弹保卫他，为什么危险呢？因

为改革之后，军官不能坐轿子，不能吃四菜一汤了，特

权没了。”反对改革的师长余洒度，认为毛委员乃一书

生，不懂军队，曾动意要绑了毛委员礼送中央。

为什么不上来就系扣呢？难道非要按照剧本的写

作法则——先交代、说明、铺垫，然后再系扣吗？这个

戏的主线是室内的三湾改编会议，如何让观众一开始

就关注三湾改编的会议？在这样的思考中，渐渐找到

了角度，让观众感受到毛委员周围风声鹤唳、危机四

伏，方法是让反对三湾改编的几名军官，一开场就商量

何时绑了毛委员礼送中央。为什么要绑了毛委员？室

内进行的会议，对这个问题一层层地往外剥。这样，秋

收起义的背景以及交代说明辅垫的部分，都在回答开

场的危机中逐一完成，对其后的主要矛盾冲突的展开，

就相对容易了。

一个准确的角度、一个鲜明的切口，使得后边的戏

一下紧张起来，看似很难融合在一起的三条情节线也

水到渠成地聚合在一起了。

如何寻找如何寻找““准确的戏剧角度准确的戏剧角度””
□王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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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华子良》问世后，我本应为它喝彩，但我至今

缺席，而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却一直活在我心里。

只在为中国戏曲学院青年京剧研究生班的一次讲课

中，当着把自己生命化为华子良的王平院长的面讲了

一点看戏的体会，解说戏剧的构成究竟是以冲突还是

以情境为主，如何组成戏剧发展的人物关系与戏剧行

动，以进行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全剧立意的最后完成。

涉及到戏剧的文学性命题。我还连带讲了《华子良》的

舞台呈现与唱念安排，强调毕竟是京剧，其本体的规范

与创新尤为重要，甚至关系到戏的成败。即必须有文

学，还必须是戏剧和戏曲。文学性决定了戏剧的高低

品位。《华子良》真正做成了张庚预期的“剧诗”和阿甲

心中的“表演文学”。

情景与冲突、人物行动与人物关系同是戏剧构成

的必要因素，缺一不可。而“情思”更是作为一切戏剧

因素的核心与前提，冲突与情境多是指特定环境下人

物内心的纠结与涌动。如苏三起解前跪地乞求过往行

人为她传信王公子唱的西皮流水，连环套天霸拜山与

窦尔墩唇枪舌剑铿锵如矢般的念白，文昭关伍子胥独

宿他乡唱的二黄慢板、快原板，皆是在特定情境下揭示

人物内心世界的佳作，即使一人独唱，人物此时此刻激

烈复杂的内心矛盾展示得更为激烈。情思、情动、情

转、情变，皆由此萌生或爆发，引发观众为之动情，是京

剧演出与欣赏的必需。《华子良》以情动人处甚多，关键

在华子良身处的环境及由此环境造成的特殊面目，及

由此造成的与周围各种人物的隔绝而不为人理解乃至

始终被自己人误解的人物关系。他以“装疯”巧妙骗过

敌人而赢得虽万般痛楚却换得不动声色以疯示人做好

地下工作的机会，揭示了他忠于党、忠于革命理想的坚

定信念和战胜一切艰难困

苦、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

不忘初心、自觉为党工作

的大智大勇。“装疯”也成

全了他得以把一个特殊文

武生甚至文武丑的表演巧

妙进行到底的机遇。因

而，“装疯”是一个极特殊

的戏剧情境，构成华子良

与周围所有人物的特殊关

系。这情景由作者赋予，

更由他自己制造。自找苦

吃，自己挖坑自己跳，只要

能为党工作，任凭被自己

人乃至亲人误解、唾弃，妻

儿见面不能认，任凭万箭

穿心，更为以疯卖疯，玩弄

敌人于股掌之间，放飞他

“三耍”（耍草帽、耍草鞋、

耍扁担箩筐）绝活儿，实现

他特殊文武生的艺术创

造。华子良早把生死置之

度外，却抓住装疯的机会把与敌斗争变成对敌人的轻蔑与戏耍，给整体悲

壮的正剧敷上不断营造出的喜剧色彩。悲喜剧之套路是《华子良》最聪明

的情景设置。自然，悲情是全剧最主要的诉求。以喜衬悲，悲喜交集，是

该剧非凡而独特的创造，为众多表现英雄人物的同题材京剧所未见。

对自己人、包括极度思念又难得遇见的妻儿，为不暴露身份而将内

心的情动强压心底，硬是将极度的痛苦传给自己的亲人与忍痛看戏的

观众。生活的真实保证了情节的精彩。应特别感谢先后饰演华子良妻

的李莉、郑子茹、王长君，感谢饰演革命者狱中人成岗的花脸名家邓沐

炜和饰演狱中地下党负责人齐晓轩的老生名家杨乃彭。他们的加入增

添了全剧的光彩，加重了革命现代戏的京剧化品味。特别是最后一场，

齐晓轩说破并化解了成岗对华子良的误解，戏不长，却在最关键处以

“两生一净”的精彩对唱将全剧推向情感与立意的峰峦，掀起感情奔涌

的大潮，给观众最美的欣赏与饥渴的滋补，凸显了特定情境下戏剧冲突

的神奇与魅力。当华子良听到齐晓轩叫他“同志”而表现出极度的不适

与不安，当齐晓轩对他的革命精神深鞠一躬时，华子良竟不知所措地回

跪在他面前。这是剧中全体革命者并全体观众一起对华子良致以最崇

高的革命敬礼。自然，编剧赵大民、王卫中，导演谢平安，创腔续正泰，

音乐设计李凤阁出色的创造在前，助力了以王平为首的全体演职员异

常出色的创造性发挥。《华子良》将京剧现代戏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全新

的水平，其经验值得所有京剧人认真研究、借鉴和学习。剧中，我们看

不到一般常见的理念、概念或口号式的歌颂与宣传，代之以更多生活

化与人情味的表现，更加突出的是人性化与性格化的宣泄与创作集体

深情投入的人文关怀。

华子良装疯使自己长时间被人误解，惟一能理解他的是观众，但作者

却塑造了一位不说话的剧中人——一棵花枝葳蕤的石榴树，时时解华子

良的寂寞，陪他闷时跑步，听他倾诉内心的愁肠。文学的象征性为我们的

主人公找到了倾诉内心的对象与出口。这个对象与出口简直是再造了另

一个华子良——意象华子良、诗化华子良、文学浸润的华子良。从这一视

角可证明该剧的文学高度与文学造诣。

还应提起《华子良》的唱念安排。华子良即将重见天日、回到党的怀

抱时，他却跑到与之朝夕相处的石榴树前恋恋不舍地向这位老朋友告

别。一段别致深情的反二黄慢板、转原板、摇板、散板，让人们于期待中想

起了《李陵碑》《乌盆记》《打侄上坟》《苏武牧羊》等不同流派传统戏中的反

二黄旋律与节奏，但更加委婉、抒情，更像李少春《满江红》最后一场狱中

面对亲人、视死如归、胜利在望、即将重生的满怀喜悦与珍重不舍，满足了

观众对文武大戏最后成段唱腔的期盼与欣赏。再比如，《野猪林》末场原

来是林冲风雪夜沽酒回山神庙与值更老军一起喝酒，只唱两句吹腔。后

来拍电影时改为唱大段反二黄散板、原板、散板，唱彻林冲被奸人赶尽杀

绝前内心极度的冰冷与悲愤，为他最后的杀敌报仇、与鲁智深一起奔上梁

山做最后的内心展示，也是最能满足观众需要的唱做演示。“大雪飘，扑人

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就成为《野猪林》的名家名段，也蔚成李少春最

经典流行的代表作。华子良越狱前对石榴树抒情告白的反二黄，正可与

《野猪林》林冲踏雪归来的反二黄颉颃交响。之前，国民党狱卒尾随调查

华子良、反被华子良挑担翻扑嬉耍，又使我们想起林冲发配途中被二解差

一路棍打跌扑的场景。都唱“高拨子”，都是利用人物内心焦灼的戏剧情

境。《华子良》与《野猪林》的似曾相识，不是重复，而是有意为之，唤起观众

判识王平无愧于李派文武生继承者的称赞与认同。

冲突与情境，不独属于戏曲，也属于文学，但戏曲还需舞台表演，需

要音乐和舞美。借助音、画创造，在一定情境下的人物冲突、包括人物

独处时的内心冲突比文学书写更直观、更感人、更直抵观众心底。当

然，戏剧、戏曲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虽然创作好很难，但好的戏剧、戏

曲一定是好的文学，甚至首先是好的文学。努力使自己的剧本接近剧

诗和表演文学的水平，应该是所有编剧，乃至导、表、音、美人员共同努

力的目标。

艺 谭

《三湾，那一夜》 王昊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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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征程，无论是

苦难磨砺中的革命风云，还是筚路蓝缕中

的建设起步，总有一群称之为“英雄”的人

用铮铮铁骨、坚定步伐挺立起中华民族不

屈的脊梁。革命年代浴血奋战的英勇先

烈，建设时期全身奉献的坚强战士，任何

时候都矢志报国的仁人志士……这个星

光闪耀的群体是当之无愧的国之荣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如今，

在全民战疫的过程中，持续涌现出那么多

的平民英雄，他们在让世人感动的同时，

也同先辈英雄一道为行进中的中国构筑

起一个个崇高的精神路标。讴歌英雄，既

是对来路艰辛的从未忘却，也是对当下和

未来的凝心共向。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

节目中心特别推出以“致敬英雄”为主题

的大型纪录片《国家荣光》（第一季），通过

对20位英雄人物的影像呈现，弘扬崇敬

英雄、学习英雄的社会正气，让英雄精神

薪火传承。

家国情怀与巧思布局的结合

《国家荣光》（第一季）的20位英雄人

物来自不同年代、不同战线，他们的经历

都极具传奇色彩，怎样在不到30分钟的

时间里讲好各自的故事？又如何将20位

英雄人物统合成一个整体？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可喜的是，在叙事编排上，尽管每集

都以线性时间为序，但通过对叙事节奏的

把握，对人物生平的详略安排，以及对关

键细节的着重突出，让一个个生动饱满、

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

比如，在《铁血木兰郭俊卿》中，开头

以简短介绍，迅速抓住观众眼球，尤其是

对年轻观众而言，大多不了解这位曾风靡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在随后

的正片中，对其生平经历的讲述详略得

当，着力展现郭俊卿雪夜送信、刻苦训练、

冲锋杀敌的英勇事迹，尤其是她镫里藏身

的独门绝技，令人叫绝；而她如何隐藏女

性身份五年之久，升至野战部队副指导员

仍无人察觉的传奇经历也有详细刻画。至

此，一位有着难言之隐，同时又英勇无畏、

绝技在身的现代花木兰已立于眼前。

在整体结构上，20位英雄人物、20集

纪录片，彼此在时间、人物、事件上不存在

关联，貌似互不相干，实则却是“形散神

聚”，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那就是一以贯

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

义。不论是用身体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

光，还是以血肉之躯保护国家机密文件的

郭永怀；不论是潜伏敌方帮助中央机关化

险为夷的钱壮飞，还是扎根戈壁半世纪的

核盾功勋林俊德；不论是新中国第一位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还是著名华人教育先

驱南洋侨领陈嘉庚……先辈英雄们所践

行的正是一腔饱含赤子之心的爱国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表现形式上，节目

组走访了国内26个省市自治区，前往俄

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挖掘最新披

露的档案资料，采访逾百位专家学者和亲

历者，综合运用历史影像资料、图片，实地

采访等多种手段，不仅讲述事迹，更着力

探寻英雄行为的动因和人物的成长轨迹。

时代征程与英雄情怀的升华

英模人物类纪录片往往容易进行脸

谱化的刻板处理，一味塑造“高大全”的简

单形象，这种创作路径不仅因循守旧、缺

乏新意，而且也不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趣

味。这一次，《国家荣光》有意打破窠臼，在

既有的英雄叙事框架之外，挖掘英雄行为

背后的朴实动机和人物情感变化的生动

细节，注重从旁观者的角度彰显伟大寓于

平凡的人性之光。

在《核盾功勋林俊德》一集中，林俊

德院士生命最后10个小时的影像，感动

了无数国人，也让主治医生张利华动容，

“他是我见过惟一一个把事业高于生命的

人，把祖国高于个人的人”。在妹妹眼中，

哥哥还是那个一回家就帮妈妈干活的农

家少年。在爱人黄建琴眼里，马兰基地的

日子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在

那里相识相爱，共同走过了45个春秋。在

儿子的记忆里，小时候，父母总是很忙碌，

父亲更是严厉，嫌小孩影响他的工作，但

是爸爸晚上回来都要到床头，用胡子扎自

己的脸。在同事看来，他不迷信权威，不崇

洋媚外，用轮胎和钟表发条做出来的压力

自记仪“成本很低，可靠性很高，而且不怕

核辐射”。

为国、为家、为夫、为父、为子……这

位扎根戈壁荒漠，隐姓埋名52年，见证了

中国全部核实验，为铸造中国的核盾牌倾

注了毕生精力的英雄，一下子变得亲近可

感，就像是一位熟识已久的长者。从走出

大山到扎根荒漠，观众才能真正地走进他

壮美的人生，而他永以创新为伴、常砺壮

志报国的坚定信念也如春风化雨般深入

人心。

在《国家荣光》中，英雄主义与人性叙

事的统一处处可见，在伟大中蕴藏着平凡

的生动，在平凡中彰显出伟大的坚守。这

样的有机结合，既能上升到与时代精神同

频共振的价值高位，又能下沉到普通观众

的日常生活经验，打通了英雄与时代、与

个体的情感价值共鸣通道，让讴歌英雄真

正成为全民共识。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讴歌英雄是时代永不落幕的主旋律。舍己

为公、为国为民，英雄的故事，是我们共享

的心灵密码，也是这个国家不断前进的精

神动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特别是正处

于人生观、历史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来

说，通过一部真实严谨的纪录片用事实说

话，激浊扬清、捍卫英雄，是对历史虚无主

义最好的回击。《国家荣光》（第一季）用影

像为英雄立传，用创新讲好英雄故事，在

润物无声间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

观，让尊崇英雄成为社会风尚，让英雄精

神点亮人心。

纪录片《国家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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