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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呈现传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呈现
————现代评剧现代评剧《《革命家庭革命家庭》》观后观后 □□朱明领朱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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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的题材选择与主旨表达始终是创作者最关
心的课题。“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造，天津评剧院倾力创作的大
型现代评剧《革命家庭》，就堪称一部用心用情用力创作
的献礼剧目。

该剧根据陶承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家》及由此改编
的电影《革命家庭》改编而成，通过陶承一家为革命所作
的牺牲，反映了中国千千万万个革命家庭和共产党人为
新中国的成立作出的无私奉献。该剧讲述了一位生长在
旧式家庭的女性“江方氏”蜕变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艰辛
历程，作品在平凡中凸显伟大，在信仰坚守中彰显初心使
命。该剧大胆探索，融进了现代意识、现代手法、现代语
汇，古典美学与现代技术碰撞融合，传统程式与现代手法
并用，在编、导、演等方面都有创新呈现，震撼感人，艺术
重现了那个永不褪色、永远鲜活的红色岁月，奏响了一曲
重温革命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的壮丽乐章，实现了中国写
意精神与西方写实艺术的统一，以及时代精神与历史眼
光的统一。

诗化传统 戏曲表达

“诗化”是传统戏曲的基本特点，而戏剧语言却需“贵
显浅”，本剧语言便努力在诗化、口语化、性格化上实现统
一。“诗化”是渗透在戏曲舞台艺术的全过程中的，包括戏
曲文本、舞台美术、音乐设计到表演形态等各方面。从戏
曲文本来看，该剧文本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经过认
真的选择、集中和典型化的艺术处理，努力将历史真实、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剧本的文学性很强，诗
化表达随处可见，唱腔念白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无穷。该
剧剧本精于炼字，讲究文字的锤炼，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
让人印象深刻，以酣畅淋漓之情和摧枯拉朽之势，渲染烘

托生动传神之美。以“问”“我问你”等开头的排比步步紧
逼、一气贯通，让人无可辩驳，抒发了强烈的情感表达，三
个“没见到”“怎让你”、四个“一”“再莫说”“也曾经”、六个

“他想让”等，层层递进、鞭辟入里，生动细致地刻画出人
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处处显示出语言对人物塑造、情
节渲染的力量。

审讯室里，方承连续的五个“他”道出儿子立安17年
的成长足迹，四个“眼看着”和七个“不能”续如串珠,唱尽
一名母亲欲说不能、欲认不能的复杂心理，以及一名共
产党人面对家与国的坚定选择。同样，江梅清面对同学
何长清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平仄调和、对仗工整，排比整
齐、节奏铿锵的唱词，将一位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树
立在眼前,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剧中人物的对白同
样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及丰富的潜台词，如江梅清面对敌
人的枪口时，对同学何长清只道出短短一句“老同学……
果然是真刀真枪”，就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使人物
的内心和性格得到揭示。

以虚显实 虚实相生

“虚实相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原则，中国戏曲作为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艺术、写意化艺术，亦遵循着

“以少总多”的艺术原则。写意化表演体系通过有性格、
有生命的虚拟化、程式化表演来表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
实。但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舞台布景
已较难满足一些新剧目的内容需要，写实手法以及新技
术在舞台场景中的运用已为满足戏曲舞美自身发展的需
要。戏曲舞美更主动地介入戏剧表达，最大限度地调动
观众的视觉，使“虚”和“实”实现辩证统一，从而出色地呈
现出传统戏曲艺术独特的美。

“实景清而空景现”，在传统戏曲观看来，舞台无须借
助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演员可结合剧情发展，灵活地

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唤起观众想象，“逼真地”表达出人
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革命家庭》一剧中，主人公方承带
着女儿小雯奔赴武汉的路上，通过时空虚拟，压缩了路途
时间，人物举着伞跑圆场的虚拟动作是戏曲中程式化的
表现手法，同时大屏幕上投射的“实”的“血雨腥风”影像，
采用了接近于写实的空间处理，与写意的舞台时空一起，
共同反映了当时“只说是离三湘肃杀妖氛，荆楚地一样是
血雨腥风”的时代背景。从武汉转场到上海后，纺织厂女
工的劳动场面、舞台前后三个大幕的巧妙变换交错切换，
形成了多重的复合性空间，舞台上过去与现在自由切换、
心理活动与现实空间自然衔接，剧情结构与音乐唱腔相
辅相成，因“虚”得“实”、以“虚”映“实”，艺术呈现在时间
和空间上获得了无限延展的可能性。

精湛表演 经典形象

“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该
剧中演员全情投入，真切体验剧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
所想。领衔主演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在传承评剧花派
唱腔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声音特点，形成了
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在该剧中，她探索融合多种艺术
元素，以新的唱腔、姿态和自然朴实的表演，生动演绎
舞台艺术之真、之美，成功塑造了方承这一承载着几代
人深刻记忆的经典形象。表演中她力图以贴切的表演方
式把准人物基调、时间节奏，展现人物心路历程。方承
出嫁时的温柔、“护坟”时的沉着冷静、面对生死离别
的坚定选择等皆以自然而然、惟妙惟肖的表演展现出
来，最大限度地开掘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发展轨
迹。方承在工运、学运、农运几大历史事件中找党、入
党、护党，一步步成长变化，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升华，
被层次分明地展现了出来。精湛的表演艺术给予人物以
生命,在平凡中表现伟大，在平淡中展现崇高，使人物
性格更突出、更真实、更深刻。方承、江梅清、江立
安、江小雯等剧中人物的表演可圈可点，塑造出一个个
可亲可敬的艺术形象。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戏曲表演还要善
于声情结合，根据人物的内在情感，以声带情、以情感
人。剧中，方承在审讯室内“立安儿一声声如同雷震……
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当告慰我
的一家满满一腔报国情”的一段唱声情相融，饱含深情与
大义，悲怆浓烈、撼人心魄。这是一个母亲与一名革命者
的抉择，也昭示着方承已经从一位柔弱的母亲成长为坚
定的革命者，对儿女的小情已升华为对祖国的大爱。特
别是当方承知道儿子立安被害后，一声“立安”又悲怆凄
切，一位母亲的撕心裂肺之痛让现场观众无不感同身受、
潸然泪下。该剧中表演道具也不只是“实物之用”，戏曲
语言动作与道具相结合，更好地帮助人物抒发思想感情，
表现复杂矛盾的内心等。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给人以心灵震撼，无
不缘于艺术家心系祖国、植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大爱情
怀。现代评剧《革命家庭》的主创们满怀热情地为信仰而
歌，也为现代评剧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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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影视文化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
力不断增强。面对行业热点、现象级作品，权威及
时的影评和专业的文艺评论家又在哪里？由清华
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詹庆生
教授的新书《光影留痕：影视鉴赏与评论集》（以下
称《光影留痕》），就是一部“硬核”出击之作。

及时及物的写作。为什么当下不少教授学者
写论文“易”，写评论却“难”？评论家如何更多更快
地介入作品文本、进入艺评现场？《光影留痕》一书近40万字，上部

“微评”37篇，多为近5年来国产电影的三四千字短评；下部“细
读”13篇，对中外经典类型片进行了细致的鉴赏评析。光影倏忽，
影评需及时及物地写作，以满足观众迫切需要。该书中短频快的微
评基本就都写于看片之后的第一时间，直面中国电影新作。

詹庆生的影评有着鲜活的在场性，体现出作者迅捷的速度，建
设性的态度、温度和力度。其对电影《红海行动》的微评中提出，该
片创造了中国战争片史上战斗激烈、电影工业化和军事专业性的
三个“前所未有”；论及《暴雪将至》《八月》时，他致敬社会学家孙立
平《断裂》一书铭记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牺牲者和命运承担者；在
《我不是药神》《摄影机不要停》《降临》等影片里他看到，即便是艰
难探索的中小成本电影，也在暗夜里描绘着动人星光；对于电影
《无问西东》，他认为，作品在传递人性温暖之外，还饱含着强烈的
民族意识……这些鉴赏写作与公共美育、新兴的家国想象以及主
张建设性和导向性的时代文化形成了共鸣共情。“操千曲而后晓
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詹庆生已发表影视研究论文和评论逾百篇，
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影片越看越多，评论越写越地道，其语言也越
发犀利、洗练。

理性专业的影评。与如今大量剧透式或观后感式影评不同，詹
庆生的影评讲究谋篇，要素明朗。作者往往从“黑马”、逆转、反差，
或改编、评分、比较等热点切入，开篇即有“唐人街探案”的悬疑既
视感。之后层层解锁，从叙事、人物、蒙太奇、隐喻、类型、美学、社
会、文化和价值观等抽丝剥茧、层层解剖。全书从单片到片单，从微
评到细读，勾连起当代影视艺术的纵深比较。

面对当市场对资本、技术、长镜头的崇拜等迷思，文艺评论更
应强调其作为一种审美感受性文本存在的价值。对此，詹庆生在若
干影评中均有犀利批判，他反对大众电影传播“物质膜拜”，引导读
者从作品深入行业产业、生产机制乃至文化生态，反思陷入技术迷
途、产业盲区、资本膨胀的电影创作。这种专业性、学理化、深度化、
系统性的影视评论，以艺术史为依据与秉持着一定的美学标准，往
往史论结合、态度公允。这类评论不仅让读者知其然，还令人们知
其所以然；这些评论注重艺术品质和文化力量，看重价值判断和思
辨论证，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方法论意识，强调立足艺术、扎根
理论，回到电影本体，以专业价值彰显文艺评论的影响力。

影评怎样提升影响力？紧扣气象万千、洋洋大观的当下中国影
视创作，詹庆生对《少年的你》《江湖儿女》等诸多新作迅即作出了
中肯阐释与深刻读解。其视野囊括新浪潮等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
坞商业类型片，其文不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在评论中体现思想的碰
撞与融汇。时至互联网时代，影评助力电影文化传播已成为重要的
社会文化现象。微信公号、影评网站、弹幕影评等，多层次地满足着
网络用户对互动社交与情感表达的需求。在海量的碎片信息中，专
业评论也在与网络评论的浪潮中实现了融合发展。该书导言呼应
了詹庆生2017年在《中国文艺评论》所发论文《“互联网＋”时代影
视评论的新趋势》，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影视的媒介资源和
作品、评论空间及形态正在发生四大变化，影视评论最终将指向开
放多元，即尊重各自媒介属性和特征的同时，坚守各自原则与个
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借鉴与创新。

影视批评是一种艺术审美的发现和创造。随着5G高速链接
影视艺术与大众需求，通过叙事主题、视听风格、美学范式等评点
文化审美的优秀文艺评论作品也将更加被大众所需要。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该书序言中谈到，詹庆生
的影视评论文章观点明晰、表达准确，不绕弯弯，不多费口舌，不故
弄玄虚；做学问、写评论，贵在批评的立场、发现和分析问题的眼
光、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感而发和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
在这些方面本书可谓特点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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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推出的“红色
演出季”3月16日在京启动。演出季期间,国家话剧院首部“高清影像
话剧”《英雄时代》等七部作品，将陆续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参演此次演出季的原创剧目中，《英雄时代》展现了公安干警的工
作和生活，讴歌了新时代公安战线上可歌可泣、铁骨铮铮的英雄故事；
《红色的起点》改编自叶永烈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
诞生纪实》，追溯中国共产党党史起源，讲述中共一大代表“开天辟地”
的故事；《最后的电波》根据季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展现了“天才”发报
员与新四军在共同战斗、浴血奋战中成就了他人的人生故事；小剧场话
剧《寻找小说家的战士》通过两名战士寻找小说家为部队“著书”、完成
战友遗愿的故事，致敬战场上的无名英雄。同时，已入选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的三部国
话复排剧目，话剧《谷文昌》《三湾，那一夜》《兵者，国之大事》也将在本
次演出季期间上演。

据悉，由慕星编剧、白皓天执导，李光洁、辛柏青、倪大红、刘佩琦、
刘晶晶等主演的《英雄时代》目前正在紧张排练中。主创团队表示，将集
合团队之力，创新艺术创作方法，力图推出一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
国家级水准的线上舞台艺术精品。田沁鑫表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国国家话剧院将继续把提高作品质量作为戏剧创作的生命线，不断
提升剧院的原创能力。未来，国话将继续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将更多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描
绘新时代精神图谱的文艺精品奉献给广大观众。

（路斐斐）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科研管理处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共
同承办的《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新书发
布会暨前海学派学术成果座谈会日前在京举
办。该套丛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主
编，汇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12位年
逾八旬的老专家的最新学术成果，也是该院科
研项目“中国戏曲前海学派学术史整理与研究”
的重要课题成果。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共分12册，
包括：傅晓航《金批西厢研究》、沈达人《在灿烂
的古代文化面前》、龚和德《龚和德戏剧文录》、
颜长珂《戏曲文化丛谭》、刘沪生《梨园撷萃》、胡
芝风《胡芝风戏曲导演手记》、薛若琳《戏林琐
谈》、王安奎《戏曲美学范畴论》、吴乾浩《当代戏
曲发展学》（修订本）、孙崇涛《南戏论丛》（增订
本）、谭志湘《戏曲研究与创作实践》、刘荫柏《中
国杂剧史》等，内容涉及戏曲史、戏曲美学、戏曲
批评、舞台美术、表导演、剧目创作等多个研究
领域。丛书延续了由郭汉城先生支持出版的《前
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一辑的学术精神，全面展现

了前海学派的学术成果与风貌。
韩子勇表示，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中

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前
身“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曾题
写院名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70年
来，中国艺术研究院走过的道路就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继承红色文艺基因，传承和弘扬优
秀文化传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回应时
代关切和人民期盼的历程，并在此历程中，产生
了“前海学派”这一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

发布会后，8位与会的丛书作者与中国戏
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
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中国戏曲
研究所原副所长刘文峰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
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起，围绕该套丛书的学术价
值、前海学派的学术精神与当代传承展开了讨
论。出席当日活动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周泓洋、祝东力，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杨斌
等。目前，《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的精
装、平装两种规格图书均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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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出版

广 告

古往今来，宽与窄这对概念，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中华文
化的历史。从“走出夔门天地宽”的上下求索，到武侯祠《攻心
联》的审时度势、宽严相济，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到“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胸襟宽时无窄路，眼界宽
时天地阔”都是浓缩家国情怀的箴言，都是个人格局的彰显，
也都是宽与窄情思的辨证。所以这些词句才能够历久弥新。为
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今对宽与窄的阐释尤为重要。以“宽与窄”这个来自于大众
的经典概念为主题，诗意地阐述“宽窄”的哲理，为此，由中国
作家协会主管的《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特举办“人生无
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现面向全球华人诗词爱好者征稿。
具体事宜如下：

一、参赛作品要求：1.包括：赋（律赋）、古体（古风、歌行
体）、近体（律、绝）、词、新诗（50行以内）等。其声韵可遵循《平
水韵》《词林正韵》及《中华通韵》。通韵作品予以注明，同一作
品中新旧韵不得混用。所创作品不拘哲理、铺叙、抒情的写作
方法，鼓励自由联想与自由发挥但又不失典雅的文学创作。2.
每位应征者限投１首作品，作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的相关要求。作品内容必须是原创，且此前未以任何形
式发表。作品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商标权或其他知
识产权及专有权利，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
其他权利；如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参赛选手
自行承担。3.评委和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参赛；一经发现，即取消

参赛资格。4.征稿时间：2021年1月25日至2021年4月15日。
二、投稿方式：1.本次大赛限于电子邮箱投稿。来稿作品请

注明作者姓名、性别、详细地址、电话、邮政编码。并且来稿开
始需注明“人生无处不宽窄”字样。2.应征者投稿即视为认同获
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和相关方所有。3.电子投稿信箱：
kuanzhaifu@126.com。

三、评选及奖项设置：组委会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请全国著名诗人组成大赛评委会，通过初评、终评等环节，最
终评定获奖作品。一等奖3名，奖金各2万元；二等奖6名，奖
金各50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优秀奖20名，奖
金各1000元。以上奖金金额为税前。主办方为所有获奖者颁
发获奖证书，并邀请获奖者代表参加在成都举行的颁奖典礼。

四、稿件处理：1.获奖作品刊登在《中华辞赋》杂志设置的
“人生无处不宽窄”获奖作品专栏，相关新媒体也同时刊登获
奖作品。2.所有应征者均视为认可并接受本次征集启事的各项
约定。3.获奖作品的著作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发布权等相关知
识产权均归主办方所有，并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应征者应配
合主办方办理著作权登记备案手续。4.未获奖作品的著作权归
属创作者，所有应征稿件一律不退，请创作者自留底稿。若应
征作品内容相同，以先收到的应征作品为准。5.经核查，入选作
品如与他人作品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主办方有权取消中奖资
格。6.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所有。 《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2021年1月25日

关于举办“人生无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的启事 西西 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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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龚万莹小说三题
我看见木棉、岛屿和火车（创作谈）

………………… 龚万莹
物象、语象与世相 … 陈 思
肝与胆 …………【韩】金 息

翻译：朱麦可
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 朱庆和
不必 ………………… 陈 谛
飞廉的诗 …………… 飞 廉
胡理勇的诗 ………… 胡理勇
寿劲草的诗 ………… 寿劲草
多年以后，八万年前… 施 伟
在县城的小说家 …… 石华鹏
警惕文化分众变成社会撕裂

（上）… 戴锦华 张 英
哈尔滨的精神漫卷

………… 主持：洪治纲
《玩偶之家》：如果她是机器人，

而且具有了主体意识
………………… 邓菡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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