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6月8日 星期一艺 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仁杰仙逝，大家都很悲痛。仁杰为人平和，喜怒
哀乐不甚掩饰，成就很高，不以骄人，所以男女老少的
朋友都喜欢他。关于仁杰剧作的特点和他的创作道
路，已有很多研究和评论文章，笔者除单个剧评外，也
写有《畏传统而后超越》（《剧本》2001年第3期）和
《是非感 幽默感 沧桑感》（《戏曲研究》第85辑）两篇
文章谈对仁杰创作的认识。现在他突然离开，再也听
不到他滑稽而又犀利的言词、看不到他谈笑风生的样
子了，怅然之余，想谈两点想法。

第一，当代戏曲史应为仁杰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族传统艺术如何继承和创
新，一直是着重探讨的问题。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
更主要的是通过创作实践来体现。古老剧种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更是一个难题。梨园戏是一个具有丰富
文化底蕴的剧种，传承过程中积累下了很多优秀的传
统剧目，但如使其能返本开新，却必须仰仗功力深厚
之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仁杰创作的《枫林晚》《节
妇吟》《董生与李氏》《皂隶与女贼》等作品，其在全国
的影响能有如今之大吗？福建的老戏剧家陈贻亮先
生曾说：“王仁杰是武夷剧作社中浸透了戏剧传统达
到了融合程度的唯一的剧作家。”结合仁杰的剧作，我
们可以慢慢理解陈贻亮先生这句话的深意。仁杰的
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传统中所没有的，都是新的创
造；但又都浸透了传统的韵味——梨园戏的韵味、古
典诗词的韵味。这种韵味不是对梨园戏传统表面的
模仿，也不只是文词的典雅，这是只读一些传统剧本
或者只记诵一些古典诗词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当然，
梨园戏今天能盛而不衰，还因为有曾静萍、龚万里等
优秀演员以及导演、音乐等各领域的艺术家，有求真
务实的领导，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剧本是“一剧
之本”，在梨园戏的继承发展中，仁杰的功绩是不可磨
灭的。

还有昆曲。近几十年来，大家都强调昆曲要重视
保护，但是怎么保护？以《牡丹亭》为例，也有人做过
这样的尝试：用数十个小时的时间，力求按传奇原本
演出。仁杰在尊重传统、敬畏传统理念的指导下，用

“缩编”的办法，改出了三个晚会演出的本子，在保存
经典和适应当代观众之间找到了一种路子，这也给后
面许多经典剧目的改编提供了借鉴。实际上这种“缩
编”对剧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保留什么，删减什么，
并要使之前后贯通，必须吃透原著，要对精华与糟粕
有十分辩证的理解，要懂得观众并应有引导和提高观
众的信念，因此确是看似容易却很艰辛的。

对昆曲保护的贡献，对梨园戏传承发展的贡
献，仁杰的努力无疑对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现在全国有348个戏曲剧
种，但有些剧种已处于濒危境地，如何使它们如“离离
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如何使处境好的剧种继续保持
花繁叶茂，我们需要有更多王仁杰这样的剧作家、艺
术家。

仁杰在《唐琬》的结尾处用画外音唱出：“就百年
论，谁愿为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陆游与唐
琬的爱情谱写了一出凄美的悲剧，这样的事情确是人
们不愿看到的，但由此而写出的《钗头凤》又成为千古
绝唱。人生与艺术有着复杂的关系，用真情凝聚的作
品会有超越个体人生的生命力。仁杰不在了，但他的
作品会长期留下来。今后千年的戏曲史如何写，我不
知道；但如写当代百年的戏曲史，我想必须有仁杰和
他的作品的一席之地。

第二，在怀念一个人、纪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
是讲要向他学习什么。仁杰可学习的地方很多，他对
民族艺术和戏曲事业的衷心热爱，他呕心沥血进行创
作的精神，都堪为楷模。在当前，学习仁杰，我想应该
特别提倡剧作家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的时代
应该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慷慨激昂，也可低
回婉转，可依声以壮丽，也可缘情而绮靡，这样才能真
正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我在《是非感 幽默感 沧桑
感》一文中讲到，仁杰的风格也是在变化中的，稍年轻
时，多表现出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情感，数年后则以

“幽默”出之，再后则带更多的历尽沧桑的味道。但他
个人的风格又一以贯之。他的作品不能与别人混
同。他的个人风格又是与剧种、剧团的风格相契合
的。演他的戏，会推动艺术家进行新的创作，但不会
成为难以沟通的阻碍。剧种应该争奇斗艳，剧团应该
各具特色，剧作家应该标新立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剧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三代。
从田汉、马健翎到陈仁鉴、翁偶虹、范钧宏等是老一
代，他们是新中国戏剧文学的奠基者，并哺育和影响
了无数后人。仁杰属于第二代剧作家，他们在改革开
放之后，成为戏曲创作的中坚力量。至今他们中间的
很多人仍然创作力旺盛，佳作叠出。就年龄说，他们
大概都比我小几岁，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是青壮年。
仁杰的离去为我们提出了警告：虽曾有过灿若朝霞，
虽曾有过美如夏花，但现在已到了金秋的季节。秋天
是美好的，古今诗人留下很多赞美秋天的诗句：“霜叶
红于二月花”，“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
光”，但秋光弥足珍贵。我希望这一代剧作家都身笔
两健，继续描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色。
也希望年轻的剧作家尽快成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

追 忆

就百年戏曲史论就百年戏曲史论，，不可无此人不可无此人
————怀念剧作家王仁杰怀念剧作家王仁杰 □□安安 葵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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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晚上，看完了文献剧场《致勇气》
演出之后，广东卫健委的同志说：“来看演出之
前，我们想不出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事
件，你们将会用怎样的形式来表现……看完演
出后，觉得你们找到了这个形式，而且非常适
合，你们快速准确地记录了历史，又让人们再一
次感动……”

这个形式就是我们和导演牟森决定使用
“跨媒介巨构”的方式创作、推出战“疫”文献剧
的演出。正如我们在演出介绍开头说明的：不
是戏剧，却比虚构的戏剧情节更加波澜壮阔、起
伏跌宕；不是新闻，却用真实影像重构了抗击新
冠疫情的新闻现场；不是展览，却以策展的思维
呈现出疫情下的社会心理和众生之相；不是音
乐会，却将多重风格的音乐叙述编织成一曲战

“疫”的“交响”。
舞台上6个异形屏每分钟平均播放100个

镜头，整场 70 多分钟演出镜头总数为 7000 多
个，合唱歌队、歌唱演员、钢琴、弦乐四重奏……
高密度的信息量和直击心灵的音乐在人民记忆
和情感的世界再次掀起了波澜，结尾滚动的各界抗疫受表彰的先进人
物和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名单，更让人感受到庄严与力量。

为了这个形式，我们确实反复思索过，在接到任务要准备一台战
“疫”舞台剧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地定位：这是一台快速反应的宣传报
道剧，在疫情还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结果，无法
慢慢构思创作。我们只明白要释放人们心里的痛，我们要向全武汉、
全中国，后来又是全世界人民在遭遇新冠疫情后很快表现出来的勇
气致敬，这也是我们开始把该剧称为《人民的名字》，后来又改为《致
勇气》的原因。

我们决定用音乐做叙事结构，但不能把这个作品做成“配乐诗朗
诵”，也不能做成“主持词+歌曲串烧”的晚会，当然也不能用惯常的做
法：写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临摹或虚构的戏剧情节和几个戏剧事
件，概念化地表现某种情感和赞美及歌颂……生活中真实的力量已超
越了任何一种艺术方式的表达，而时间又不允许我们有足够的沉淀来
试图做一部伟大作品。于是，牟森导演近年实践的“跨媒介巨构”这一
展演艺术品类，就成为最为适合的创作手段，而我的同事提出来文献剧
场，就成为我们作品形式的选择。戏剧的功能和作用之一，就是对公共
生活和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表达。

我们找到了皮斯卡托（沈林教授称之为德国文献剧的鼻祖、布莱希
特的老师）的一段话：“戏剧是我们时代破碎的片段，是世界图景的一部
分，但永远不可能是包括从根部到分支末梢在内的整体或全部，戏剧是
什么？戏剧就是炽热的最新的现实世界，是从报纸的每一行中可以跳出
来给你强烈震撼的东西。”皮斯卡托之后的彼得·魏斯进一步阐述：“文
献剧是一种报道性的戏剧。备忘录、文件、书信……当前社会生活中的
其他种类的证明材料都是文献剧的基础。文献剧摈弃任何的虚构，采用
的是真实的材料，对其内容不作变更，在形成上予以加工通过舞台演出
的方式再传播出来。”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在更加碎片化的今天，
在新技术日新月异、艺术样式更加多样化的当下，许多艺术样式也在不
断融合、边界不断模糊，文献剧场也应具有其实用性的意义，它在真实
图景与艺术创造之间的表现力具有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很多戏剧工作者无论是评论家还是学者，包括我自
己也常常困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些戏剧作品过于强调宣传性，只有图
解的政策、事件、道理、宣传，而缺少戏剧人物刻画，缺少人性的复杂与
多样。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对戏剧功能作用、对戏剧样式所存在的理解
和认识上的偏见或不足。

文献剧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宣传的演出样式之一，那么我们可以有
效使用好这一样式。而如果想要写好戏剧人物，就用别的方式集中力
量去写人物好了，不要再让概念化的人物、乏味的台词充斥我们的舞
台，以戏剧的名义伤害戏剧，我们同样也不应以戏剧的名义去阻止戏剧
对社会生活更多样化的表达。

戏剧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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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铜川市委宣传部、耀州区委宣传部、宜君县
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铜川红颂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和陕
西天朗乾坤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少童电影《闪
亮的军号》开机仪式，5月29日在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北
梁红军小学举行。

《闪亮的军号》讲述了一名小学生接过红军老战士
的红色军号传承红色基因的感人故事。主办方表示，在
习近平总书记给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回信和给牛犇
同志写信两周年之际，《闪亮的军号》开机拍摄，对于弘

扬照金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次有力的探索和实践。
开机仪式上,该片男主演、85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牛犇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讲述了一堂生动的红色
基因传承课。牛犇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在党旗下成长”
的过程，勉励孩子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的殷殷叮
嘱，感恩新时代，担起革命接班人的重大使命，把红色基

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据介绍，电影开机后将在耀州区照金镇等地拍摄取

景，主要演员来自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和照金红军小学的
学生，影片计划于2021年与广大观众见面，献礼建党
100周年。

（影 艺）

创作谈

电影《闪亮的军号》在铜川开机

梨园戏梨园戏《《陈仲子陈仲子》》

梨园戏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董生与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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