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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题材，戏曲如何介入时代

“抗疫”无疑是2020年最醒目、最重要的词汇，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一切按下“暂停键”。抗疫伊始，戏曲人就以戏歌、戏
曲选段等方式投入到抗疫的洪流中，为抗疫一线的勇士们加
油鼓劲。

就像江苏最先派出援鄂医疗队前往湖北一样，文艺苏军
也在第一时间率先呼应当下，2月，剧作家罗周完成【九转货郎
儿】《眷江城》填词，3月，经作曲家迟凌云订谱，由71岁的石小
梅老师领衔，江苏省昆剧院三代共11位演员联袂演唱，错峰
进棚录音，推出磅礴大气的昆曲套曲《眷江城》，书写赫赫战疫
长卷的同时，体现出昆曲人的大爱与坚守。随后，罗周相继推
出京昆版大戏《眷江城》（编剧罗周，昆剧版导演韩剑英，京剧
版导演陈霖苍），以一对医生、餐饮工作者之母子情感为主线，
描写抗疫一线方方面面的感人场景。京剧版《眷江城》特邀湖
北京剧院院长朱世慧为艺术指导，与湖北京剧院共同参与主
创，奏响两地携手共建、共同抗疫、致敬抗疫英雄的时代之歌。
昆曲版《眷江城》是近30年来江苏“省昆”首次排演当代题材
大戏，古老昆曲倾尽全力用贴近时代的表演语汇诠释当下、思
考生活，最终这部充满勇气、深情的探索之作赢得了观众的鼓
励与掌声。

此外，盐城建湖淮剧团创排的《谷家大事》（编剧陈明，导
演李杰）充分发扬“淮剧之乡”的特点，以小人物来记录大时
代，以当地种粮大户捐献大米的真实事件为故事原型，以苏北
里下河地区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去展现抗疫背后的点点滴滴，
生活气息浓厚，家长里短，喜闻乐见，红尘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上海评弹团推出原创评弹剧《医圣》（编剧朱恒夫，导演吴
佳斯），以东汉名医张仲景为主人公，选取张仲景担任长沙郡
太守期间，帮助当地百姓抗疫，借古喻今，在新冠肺炎全球肆
虐的大背景下，向医护工作者致敬。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抗疫题材作品的创作，对全国编
剧来说，不啻于一张“全国统考卷”。同样的素材，甚至同样的
时间里，怎么编成戏、编好戏，如何开掘、如何表达，如何在“看
得到”的素材里找到“看不见”的内容，非常考验编剧。无论你
的素材多么感人、讲述多么真切，如果没有对生活本质的把握
与思考，没有对素材的提炼、消化和加工，没有编剧的独特发
现，就很有可能成为“赶浪头”“赶潮流”的作品。艰难岁月的不
朽之作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考虑作品的诞生，更要
考虑作品的生命力。

脱贫攻坚，戏曲人的在场书写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描绘和抒写、记录和讴歌
现实生活的沧桑巨变，描写14亿人民奔向新时代、新生活征
程中的悲欢、苦乐、奋发，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以
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剧目成为剧坛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越剧院创排的《山海情深》（编剧李莉、章楚吟，导演
杨小青），讲述了上海设计师帮助贵州苗寨乡村竹编事业发展
之事。既写出了地域与人文特色，又彰显了扶贫理念和追求上
的独特性。围绕竹文化的开发与脱贫，既是真实的（大）山（上）
海地缘之情，又是内心世界彼此拥抱、彼此开阔、彼此充盈的
生命体验，写出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展现了扶贫干部的崇
高奉献。张家港锡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追花》（编剧罗周、何晗，
导演董红），清新优美，隽永抒情，充分彰显锡剧剧种的特点，
可谓扶贫题材中一首隽永的诗。剧目以张家港与贵州沿河土
家族自治州全面结对“携手奔小康”为素材，讲述支教老师李
小小对山区孩子的关爱。剧中“追花”一语双关，追的既是大自
然的花朵，更是祖国的花朵，诗意盎然，别具深情。安徽安庆再
芬黄梅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鸭儿嫂》（编剧谢樵森、陈佑
国，导演陈佑国）通过讲述“鸭儿村”村民的脱贫故事，以热气
腾腾的语言展现了安庆地区农村的生活百态，最让人回味的
是鸭儿嫂发现村里有人将吃了催肥精的大麻鸭赶上了进城的
货车，她拼命追车，一定要把其中混杂的假冒伪劣的大麻鸭追
回来，一个农村大嫂的诚信诚实和扶贫路上脱贫村民内心世
界的改变跃然纸上。

无数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扶贫”、套路
化地述写、简单化概念化地“趋时”、浅层次表面化地歌唱“现
实”，仅凸显现时的“宣传效应”，而应遵循艺术规律，重在写好
鲜活的人物，重在写好这些戏剧人物的命运走向，展示更为深
层的人性思考与文化底蕴。

献礼百年，主题创作未雨绸缪

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重要的主题性
创作，不少院团已经未雨绸缪，提前拿出献礼剧目，准备演出
的过程中精心打磨，悉心修改，这些作品成为2020年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广东省粤剧院排演的粤剧《红头巾》（编剧莫非，导演张曼

君）展现了一群三水女人的奋斗史，以新加坡华人建筑女工群
体为题材创作，独特的历史现象、别致的女性视角、浓郁的地
域色彩，加上张曼君导演的诗性魅力，《红头巾》带给观众的不
仅是审美的享受，更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启迪。值得一提的
是，该剧的舞台设计大量运用抒情写意的手法，用戏剧的当代
表达和创新手法讲述历史故事，产生新的艺术效果。姐妹结群
坐在前往新加坡船底舱，从小孔中看到星光闪闪，寓意着她们
虽然身陷囹圄但是未来曙光可见，在异国他乡的“红头巾”姐
妹望海兴叹，望月思乡……以景抒情、以景写意的手法营造出
悲喜交加的情感氛围，让整个舞台充满诗意。

同样挖掘本土资源的还有湖南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由他
们创排的京剧《向警予》（编剧张烈、李薇薇，导演王青），截取
了湖湘儿女向警予就义前的最后一年里主编党报《长江》、留
学寻求真理、致力妇女解放等片段，展现向警予追求理想、忠
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同时也表现了她对儿女的思
念之情，对蔡和森的革命伴侣情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
忠诚的情怀。西藏藏剧团出品的现实题材藏戏《次仁拉姆》（编
剧索朗占堆、郎加旦增，导演索朗占堆）取材于上世纪60年
代，次仁拉姆带领村民成立“朗生”互助组，发愤图强、自力更
生开展农业生产，走上康庄大道的故事。全戏充分展示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次仁拉姆与广大翻身农奴一起，从黑暗走
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穷走向富裕
的奋斗历程。唐山评剧院推出评剧《相期吾少年》（编剧刘恩
平，导演童薇薇），首次聚焦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以赵纫兰的
视角，叙写了李大钊、赵纫兰这对患难夫妻兼革命伴侣的相濡
以沫、相携以行、相期以知，完成了“革命者身边的人”成长为
一个“革命者”的人物塑造。此外，北京京剧院创排的《许云峰》
《李大钊》也都是致敬英雄、讴歌英雄的力作。

与同类题材不同，作为民营院团的代表，上海文慧沪剧院
出品的沪剧《早春》（编剧马凌珊，导演吴佳斯）风格别致。这部
作品将“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塑造了
柔石的革命形象。但它没有革命历史题材常见紧张的斗争情
节、激烈的戏剧冲突、极致的情绪渲染,反而以“不激烈、不张
扬”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与剧种、与人物相得益彰，使得作
品具有独特的文人气质和韵味。

类似审美风格的作品还有杭州越剧传习院出品的《黎明
新娘》（编剧莫霞，导演俞鳗文），改编自电影《七月流火》，以著
名孤岛抗战女杰茅丽瑛为原型人物创作。剧目充满浪漫主义
色彩，舞台青春靓丽，让人眼前一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早
春》《黎明新娘》的主创都是“80后”女性，使得作品的质感与风
貌有着极为独立、隽永的气息。

历史剧，文化蕴涵普遍提升

与往年相比，历史剧的比例明显增加，且品相不俗，虽然
数量上不如现实题材作品，但整体而言，戏剧创作之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都引人瞩目。广东潮剧院出品的《绣
虎》（导演卢昂），是由郭启宏先生根据自己的成名作《天之骄
子》改编而来，也是他报效乡梓的一部力作。讲述东汉末年曹
操之子曹植、曹丕在王位继承过程中所历经的残酷斗争与较
量，通过两位手足兄弟不同的人格风貌比照，以及人物命运的
跌宕起伏，展现出历史的波澜和诗性的光芒。陕西戏曲研究院
创排秦腔《关西夫子》（编剧姚金成，导演张平），以“四知先生”
杨震为主要人物，力图书写以杨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
子身上秉持的“慎独”精神，描写以一己之力挺身而行的儒家
夫子。南京市越剧团的《凤凰台》（编剧罗周，导演翁国生），以
李白及其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为基础，展开诗性的想象与艺
术的虚构，从一座城市的文脉、一段才子佳人的情感跌宕里，
探寻诗与城的渊源、人与城的关系、人心与诗心的交汇。剧作
对美好情感的极致表现、对人格自由的热情呼唤、对文学诗意
的生命追随，引人感喟，让人沉醉。由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
推出的《造桥记》（编剧郑怀兴，导演吕忠文、陈江峰）则是一出
讽刺喜剧，故事发生在古代南方的子虚县。乔少爷为实现母亲
在流经县境的乌有江上建桥的遗愿，试图以经商筹资,岂料遭
人诈骗而倾家荡产。正在他心灰意冷欲投江寻死之际，偶遇流
浪汉“乔管家”，并被说服参与乔管家策划的“造桥”骗局，从此
主仆二人行走江湖，阅尽世道人心……故事情节结合了高甲
戏以“丑”为美的欣赏习惯，公子丑、傻丑、袍带丑、女丑、家丁
丑舞台上一应俱全。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是郑怀兴32年前的
旧作首次完整的搬上舞台，但是今天看来并不过时，反而更加
贴切，更能够面对我们今天内心的困境，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

又发人深省。无锡锡剧院一改江南婉约的剧种特点，出品的
《泰伯》（编剧罗周，导演张曼君）以江南始祖泰伯入戏，意在通
过讲述3000年前吴文化开拓者、江南人文之祖泰伯的故事，
展示其礼让仁孝、清廉守信、开拓进取、勇于担当的宝贵精神，
以突显千年江南文脉。剧中的泰伯是中国民族文化中至善至
德、心存高远的代表人物，该剧以中国审美讲述中国故事，演
出风格古朴雅致，是一部探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之作，是
对民族文化起点的探寻与颂赞。

老树新花，复排经典与经典移植

说到经典复排，山东省京剧院的《奇袭白虎团》无疑是
2020年爆款。该院与《奇袭白虎团》有“天然的缘分”。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同一年，山东省京剧院
的前身“山东省立实验京剧团”组建；1958年，志愿军京剧团
回国并入山东省京剧团；1964年，《奇袭白虎团》进京展演，红
遍全国。70年后，山东省京剧院再次排演《奇袭白虎团》，意义
不凡。新版《奇袭白虎团》经典再现，既保留了原来的精华，又
更加注重体现时代性、观赏性。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梳理，
以当代语言诠释经典，并将保存了50多年的舞美、道具、服装
等修复使用，保留了原有舞台风格。

2019年年末，中国评剧院以移植郑怀兴老师的成名作
《新亭泪》引发业界广泛关注，不只是评剧剧种的题材拓展，更
是评剧剧种的审美革新。2020年，中国评剧院再接再厉，又移
植了徐棻老师的经典剧目《目连之母》《马前泼水》。此次评剧
院以年轻演员担纲主演，用经典剧目为年轻演员保驾护航，用
心良苦，为计深远。而徐棻老师另一部作品《麦克白夫人》则被
滇剧表演艺术家冯咏梅移植为滇剧，并在2020中国小剧场戏
曲展演中大放异彩。苏州滑稽剧团则力邀罗周整理改编滑稽
戏经典剧目《苏州两公差》，杨柳新唱，不只对原作之繁杂做了
结构性的梳理删减，更拓展和创新了原剧结尾，使之更为缜密
完整。江苏省锡剧院则本着本地剧种演绎本地故事的原则，推
出新版《显应桥》。主要讲述无锡县令梁士杰心系百姓、不畏强
权、勇斗贪官，为民入世出世再入世的过程。减少事件过程描
述，突出写人之“情”：为民生挺身而出的情怀和经磨难矢志不
渝的爱情。作为锡剧经典传统剧目，新版《显应桥》保留了传统
锡剧“小桥流水，抒情典雅，写意空灵”的审美风格，也大胆尝
试了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表现形式，让观众耳目一新。既在审
美上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也通过音乐声腔等方式不失锡
剧传统韵味，是省锡在戏曲现代审美方面又一次成功探索，受
到了观众的热烈好评。

以上种种，无论是经典复排的成功，还是经典移植的成
功，毫无疑问，首先得力于戏剧文学的成功，剧作家对文本的
演绎、赋予文本的精神价值是永恒的。

小剧场戏曲，风起云涌，生机勃勃

2020年，各类小剧场戏曲以坚守戏曲本体并尝试与多种
艺术跨界合作为主旨，赋予戏曲艺术全新的时代审美。

2015年创办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不断吐故纳新，坚定前
行，已逐步发展成为青年戏曲创作表演人才的孵化基地之一，
培育了大批青年观众。2020年，由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发展而
来的“中国（上海）小剧场戏曲展演”正式更名为“中国小剧场
戏曲展演”。中国戏剧家协会成为主办单位之一，为扩大活动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其学术性和艺术水准，树立行业
标杆等起到了稳舵领航的作用。“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
演”不仅剧种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多元、剧目也更有新意。共收
到申报剧目68部，展演剧目59部，委约作品9部，涉及25个
剧种，进入展演的12部作品（其中川剧《桂英与王魁》因疫情
影响未能演出），云集10个剧种，8位梅花奖得主，均为近年来
新创或改编的高品质戏曲作品，在传统戏曲表演中融入当代
观念和审美意识，以小剧场的形式，呈现古今中外题材的个性
化创造，体现出新时代戏曲人守正创新的精神。

2020年10月，南京市文投集团提升改造原有的大华剧
场，力邀知名戏曲编剧、导演、制作人李卓群担任“群剧场”品
牌的艺术总监。“大华大戏院·群剧场”从剧场到剧目，从孵化
到衍生，从样板到模式，力求打造中国小剧场戏剧顶尖剧场。
2021年起，南京市文投集团将每年以雄厚资金扶持“群剧
场”，孵化和打造全国顶级制作小剧场戏剧作品，大热选题、名
师向导、青春主创、明星包装、矩阵宣发，为集结中国戏剧青春
力量助力。“大华明星版”《惜·姣》也开启了持续到岁末的“大
华大戏院·群剧场”开幕演出季，《鉴证》《网子》《伤逝》《小吏之
死》《驴得水》《御碑亭》《夜奔》《319回首紫禁城》等11台小剧
场剧目，为南京及全国热爱戏剧的观众逐步集齐中国小剧场

“必看榜”。
而从2014年起，由北京市文化局牵头主办的当代小剧场

戏曲艺术节也不曾停下脚步，艺术节创办了6届，每一届都力
求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小剧场戏曲的体验。2020年正值徽班
进京230周年，也是京剧位列“非遗”10周年，故此第七届小剧
场戏曲艺术节以京剧为主、其他剧种为辅共13部精彩剧目在
繁星戏剧村轮番上演。除主展演单元，艺术节还加入了培源剧
目孵化单元，设置了对戏·京韵新传当代艺术展、戏曲高峰论
坛、戏曲名师讲堂、戏曲对话沙龙、梨园体验工作坊、剧目研讨
会等配套单元，让观众们以多元的方式走近戏曲，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2020回
顾
回
顾

宋安群在广西山歌海洋执著漫游
的文化驱动力，源自乡土意识以及对民
族文化的热爱。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民
族的文化自信，首先源自对自己文化信
仰的自尊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几十年
来，中国各民族之所以能和谐相处，所
依托的就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对彼此文化信仰的理解和包容。而
认知是认同、理解的前提。对于山歌的
认知，不应只局限于图书馆里的文献，
应该回到民族—地域文化的整体，回到
日常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广西山歌是
从古至今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广西各
民族生活之一部分，当代广西山歌当然
也就是今天广西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
反映。这是经过20年来山歌活动的田
野观察以及宋安群的深切认识。

按宋安群的观察和分类，在当代，
有六类活态山歌。所谓活态，也就是仍

然还活在口头、人们还在唱的山歌：敬
神祭祀山歌、人生仪礼山歌、谈情说爱
山歌、孽贱戏谑山歌、宣教训导山歌、故
事长篇山歌。他发现，民间依然存在着
大量的敬神祭祀山歌，这是村社文化敬
畏自然、敬畏祖先、敬畏生命的母题，也
是传统精神的投射。当然，情歌仍然是
山歌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它最有活力，
最美好，最友善，因之也最能抚慰人心。
人生仪礼山歌广泛出现在乡民生、婚、
寿、丧以及祝贺新居、庆贺开业等重大
仪式上，以歌载情，发挥着享受生活和
生命的乐趣，以及凝聚乡情、友情的文
化功能。宋安群还敏锐地观察到，传统
情歌里的孽贱戏谑类山歌，将调侃与戏
谑发挥到极致，已经从情歌中脱颖出

来，自成品类，成为了广西山歌的奇葩。
宋安群还着眼于长篇叙事山歌的收集、
整理和评介。他指出多部长篇山歌，及
时、真实、真挚地反映了当代乡村改革
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具有为当下存史
的记载意义；瑶族长歌《千家峒史》包容
了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三者
必备的内容，放到世界民间文学之林中
去比较，都可以占有一席荣耀的地位。
书中给出了六种活态山歌的新见解，例
证了广西少数民族一直不懈地坚持民
族自信，忠于自己的民族起源，忠于传
统的生命文化，一直利用自己的民族语
言在努力创造对得起本民族乃至世人
的山歌作品。

宋安群出生于山歌、彩调之乡宜

州，这里也是刘三姐的故乡。他从小受
家乡的文学艺术熏染，爱好广泛，在小
说、散文、戏剧、古典文学评注、音乐等
领域都有过辛勤的创作耕耘。对民间文
学的兴趣，从故乡宜州的山歌、彩调肇

始，进而到翻译出版了4本俄罗斯情歌
精华集，而后，近年回归到对广西山歌
的观察、研究。他认为，当下对广西山歌
的认识、评价，“已经匹配不起广西当代
山歌活动及其文本奔涌而出的情势，它
在呼唤破局”。并认为，仅仅在广西的视
界里看山歌，是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以及
它的价值的，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
的视野里去观察比较。

宋安群通过极具个性的评点、记
叙、串讲、夹评夹议的文体方式，倾情于
自己对广西山歌的大爱和新的认知。
其中，他借用“童心说”来说明孽贱戏
谑山歌的健康、活跃；引述马林诺夫斯
基强调田野考察必须尊重当地的文化
观念，必须站在对方的文化立场；推介
摩尔根强调自有人类以来无法存在没
有道德观念的时期之真知灼见……借
着这些域外理论工具所搭建的学术之
梯，让读者打开了解广西山歌之门，了
解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民间文化，它们
的主体精神是相似的，文化内涵是相通

的。了解广西山歌，也获得了打开其他
地域文化的钥匙，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
呼应、本土与世界的融通，领悟到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现
实意义。

书中引介了美国学者拉波波特的
观点，“文化价值没有绝对标准，真假、
美丑、对错，只能以使用这些概念并受
其引导的人们所接受的文化标准进行
判断”，这是具有新意的引述。按照知名
学者聂震宁的评价，“这是书中的闪光
一笔，升华了对广西山歌的鉴赏、评价
理念，同时，对于反对以外来文化菲薄
中国文化，对于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具有十分积极的当下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的插图和装
帧是独具个性的，使图书摆脱了一般广西
山歌图书习见的土俗面貌，增强了图书的
现代性与诗性魅力，也使这部书真正成为
一部创作、编辑、插图、装帧、印制各环节
合力打造的精细到位的献给广西山歌的

“情书”。

写给广西山歌的“情书”
——简评《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 □何 伟

书林漫步

戏曲戏曲：：亦是人间好风景亦是人间好风景
□□武丹丹武丹丹

粤剧粤剧《《红头巾红头巾》》

京剧京剧《《奇袭白虎团奇袭白虎团》》

昆曲昆曲《《眷江城眷江城》》京剧京剧《《许云峰许云峰》》

黄梅戏黄梅戏《《鸭儿嫂鸭儿嫂》》 潮剧潮剧《《绣虎绣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