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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鼎盛时期，一些大的剧种由许多名角的演唱风
格而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每个流派不仅拥有大量忠实的
观众，还会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观众，于是，这些剧种乃至
整个戏曲繁兴不衰。然而，今日有些人在探索振兴戏曲
的方法时，却将戏曲流派与戏曲兴盛的因果关系搞颠倒
了，在他们认为，是众多的戏曲流派造成了戏曲的繁荣，
便竭力倡导戏曲的演唱要严格传承之前形成的流派，或
努力创造新的流派，从而形成诸流派百花争艳的局面。
有些稍有成就的演员也在暗地里使劲，希望自己成为一
个流派的开山鼻祖。

殊不知，流派是大的戏曲剧种兴隆昌盛、受众极多与
从业人员较多的客观产物。戏曲刚兴起时不可能有什么
流派，如北宋时的汴京杂剧、南宋时的温州南戏不会产生
流派，一个剧种在形成之初也不会有什么流派，如越剧在
的笃班阶段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没有流派。越剧在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浙江的农村进入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后，“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等名伶
的出现和新的声腔的产生，使越剧的名演员越来越多，逐
渐成为上海滩上的大剧种之一，然而，此阶段仍没有流
派。直到40年代，袁雪芬及尹桂芳、范瑞娟等进行越剧
改革，演出“新越剧”，涌现出了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声腔
唱法不完全相同的“十姐妹”，才逐渐形成流派。新中国
成立之后，越剧跃升为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老的流
派日臻完美，新的流派相继产生，于是，形成流派众多的
局面。可以这样说，越剧若没有自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
大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什么流派。

戏曲有千年的历史，然出现流派的现象却仅在花部
繁盛之后的近一二百年间。早期戏曲演唱的风格自然也
不是同一的，但人们只是从大的地理区域的角度来衡
量。王世贞《曲藻》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
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词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词
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

奏。北气宜粗，南气宜弱。此吾论曲三昧也。”显然，此时
的人们只是将戏曲的演唱分成南北两派。直到19世纪
末，人们仍是从地理上来判别演唱风格的差异，如在京剧
早期，人们将以安徽“徽班”为基础的表演艺术称之为“徽
派”；以湖北汉调为基础的表演艺术称之为“鄂派”；吸收
了京腔、梆子的特点，用京音来演唱的，则称之为“京派”；
而在上海的深深地打上了大都市商业文化烙印的京剧艺
术便被称之为“海派”。

那么，为什么到了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各大剧种
会流派纷呈呢？因为这期间板腔体剧种极度兴旺。板腔
体以上下两句为一音乐单元。句数不限，曲调和唱腔不
限，所以不用按谱填词，不受格式、四声限制，多时可唱百
多句，少时可唱两句或四句。同样一段唱词，可以唱一眼
板，也可以唱三眼板。这样，便给了演员自由发挥的空
间，演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处理板式，或高或低，或
快或慢，或缓或急，还可以根据自己对所演人物或剧情的
理解，大量添加润腔。因而不同的演员唱同一段曲调，效
果却大不一样。加之表演因没有多少程式的束缚，主观
处理的余地更大，同一个角色，不同的演员演出来的风格
却完全不一样。于是，流派就渐渐地形成了。

相比之下，曲牌体的歌唱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昆
剧须严格地按谱填词，依曲寻腔，唱法都是一样的。如果
不按照规定的曲谱来唱，那叫“荒腔走板”，是要被人嘲笑
的。这也是昆曲和其他以曲牌体为主的剧种产生不了流
派的原因。昆剧的表演也不像板腔体剧种那么自由，它
有稳定的程式化的表演体系。每一个行当的一举手或一
投足，甚至一笑一颦，都得按照程式来做，只有按照程式
来做了，才是正宗、正统，不按规矩来唱来演，是要被观众
诟病的，斥之为“草昆”。

正因为板腔体剧种的演唱给演员很大自由发挥的空
间，于是，那些唱得动人心弦、又能把人物演活了的演员，
便赢得了同行与观众由衷的敬爱而成为红角。同行中年

轻的晚辈甚至同辈虔诚地拜他为师，而无数高度迷恋他
的观众又主动自觉地模仿他的演唱，这样，他的演唱风格
就不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超
越时空的。

考察近现代产生的诸剧种的流派，可知一个流派的
产生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创始演员具有符合戏曲表演特质的、独特的、美
的演唱风格，即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谭派”，是京剧有史
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鑫培
以技艺全面、精当，注重刻画人物性格为主要特色。他对
于前人艺术的继承，做到了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并结合
自身的条件择善而从，加以融化、整合，化为己有，因而形
成了超越前人的表演体系。王瑶卿为代表的“王派”也是
这样，在王瑶卿之前，京剧旦角的表演，青衣重唱，花旦重
念做，刀马旦重工架、武打，分工严密。王瑶卿集前辈旦
行艺术之大成，进行创造。他突破了这种严格分工的界
限，融汇青衣、花旦、刀马旦的唱、念、做、打，开拓并扩展
了旦行演员的新道路。

二是有一批首创的能多方面表现其演唱风格的剧
目。以周信芳为代表的麒派，其代表性剧目有二三十部
之多，如《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四进
士》《扫松下书》《清风亭》《坐楼杀惜》《义责王魁》《打严
嵩》《宋教仁》《雷雨》《学拳打金刚》《洪承畴》《徽钦二帝》
《史可法》《香妃》《董小宛》《亡蜀恨》《十五贯》《海瑞上疏》
等等。若代表性人物只有少量的剧目，即使艺术性再强，
也不能充分展示他的全部艺能，因而也就不能“独树一
帜”。一部部新的精品剧目的问世，就像一块块石头投向
池塘之中，不断地泛起涟漪，从而对观众产生连续性的积
极影响。

三是能让同业者尤其是青年演员主动地学习、自觉
地传承其艺能与风格和得到大量观众由衷地喜爱。试
想，如果没有一二百位演员以崇敬之情拜梅兰芳为师、没
有数以万计的观众效法梅兰芳的演唱，“梅派”能够建立
和产生那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吗？

综上所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戏曲流派是戏曲兴
盛时期的产物，在戏曲衰萎、观众锐减的情况下，不可能
产生流派；戏曲流派是在板腔体剧种给予演员的演唱有
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时客观、自然地形成的，而绝不是人
为创造出来的；流派能给戏曲“烈火烹油”“锦上添花”，但
绝没有“雪中送炭”的功能。

关 注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行的历程中，一直
伴随着与各种自然灾害和疫患的斗争，当
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就是对人类最严
重的侵害之一。其来势凶猛，猝不及防。面
对狂魔，经历过五千余年苦难和辉煌的中
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
与共”的精神，展开了全民抗击病魔的斗
争。一个个向死而生、逆行出征，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果，这段辉煌史实必将载入人
类发展进步的史册。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瞭望台上，穿越时
空，回眸上世纪50年代中国消灭血吸虫病
的斗争，会看到那场壮举，同样创造了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当时的重疫区江西余江
县率先在全国（也是全世界）消灭了血吸虫
病，为此毛泽东主席欣然命笔写出了《七律
二首·.送瘟神》抒发豪情，震惊了世界。

跨越 60 多年的两场同危害人类生命
健康的病魔作斗争，都率先在中国取得巨
大成果，这是为什么？让我们重温一下两位
领袖的讲话，便可从中得到启发。当年面对
血吸虫病肆虐，毛泽东主席说：“……共产
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
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
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
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
病！”当下面对新冠病毒的侵害，习近平总
书记说：“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
人民的生命负责，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
价。”两位领袖掷地有声的讲话，虽然时隔60余年，却体现了
同样的思想与情怀、同样的意志与胆略、同样的决心与行动，
体现了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宗旨与初心，从而凝聚了中华民
族战胜一切顽敌的力量，这就是伟大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人
类命运的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的根本原因。

回到大型赣剧《生命至上》的剧本创作，这部剧作的内容
意在表现当年余江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血吸虫病的发
生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曾在世界73个国家流行，发病人数
过两亿人。到解放初我国有1000万人患疫，一亿人受到疫情
的威胁。在世界医学史上，尚没有消灭血吸虫病的任何记载。
而在我国江南重疫区的余江县，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根本消灭
了血吸虫病，竖起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打破了血吸虫病不
可防治的传言。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作为生长在这块
红土地上的艺术工作者，更应该为之自豪。

血防斗争取得的辉煌成绩，新闻报道式的罗列好人好事
和晚会式的口号宣传显然不是艺术的表达。这个题材切入的
角度和表现方式有多种选择。早年的电影《枯木逢春》和前几
年的赣剧《红雨青山》都对这一题材有了恰当的阐述，树立了
两种范例，很有学习借鉴的意义。然而当时尚没有新冠疫情的
发生，而今天，通过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切地
体会到党是全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感受到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所起到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这个血防题材的创作就要进入
当代思考，做进一步贴近现实的表达。首先，党中央提出的“生
命至上”四个字就闪现在我脑海中，成为全剧的精神内核，并
将其定为剧名。既然这样，就不能孤立地写血防斗争，而要把
今天的抗疫精神和当年的血防精神贯穿融合起来。当然不能
是平分秋色地着墨，而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两种精神同为一体，
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另外，前面
说过，这个题材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切入，写血吸虫病患者新旧
两重天，写医学科学家们的忘我奉献，写防护工作人员的辛勤
尽责，都是不错的戏剧思维。但前面提到党的领导的突出重要
地位就难以成为主线。权衡利弊，我觉得如果将作品重点放在
党的作用上，将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党的作用如何体现，具
体的说，由谁来代表党的形象担任这部戏的一号主人公呢？我
想起了鹰潭市红旗干部学院的罗群来书记，不止一次向我介
绍当年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的事迹，称他为全国第一面血防
红旗的擎旗人。写余江血防抗疫，区、社领导职务偏低，无法为
全县决策；省、市领导职务过高，不可能时时处于斗争一线；而
县委书记这个职务承上启下，对全县的工作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李俊九这个生活原型，作为这部戏的主人公是最佳对象。
于是我便将重点锁定在这个人物身上，深入采访，研究素材，
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努力塑造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县委书
记的形象，写他的忧民之心、爱民之情、济民之举和惠民之志。
他有着雷厉风行、身先士卒的情怀，还有着忠诚尽职、实事求
是的品格，更有着敢于担当，甘冒风险的胆略。为了百姓民生，
他不为社会风向所左右，不为荣辱得失所动摇，坚守一颗为民
的初心。在生活中这位书记有句口头禅：“共产党交我一方印，
誓为百姓造一方福！”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了百姓
的利益，即使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也毫不畏缩。在搜集素
材和构思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这样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始
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党的干部所感动，从内心为之钦佩。
但同时我也不无顾虑，这样写能否得到认同，是否存在风险？
正当我纠结徘徊时，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月28号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无论什么时候，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压
力也要干；该负的责，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

“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尽忠职守，主动作为，为庆祝
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书记这番话如醍醐灌
顶，使我的顾虑烟消云散，并且对我这部剧作的创作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我笔下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位为了人民利益敢顶
压力、敢担风险、尽忠职守的共产党人，包括他周围的同志和
亲人。至此，我的创作思路有了进一步升华，觉得那些如何防
疫治病等具体过程描写已不是本剧所要铺陈的，血防也好，疫
情也罢，均是一个载体，我要凭借这个载体表现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塑造出以剧中主人公为代表始终不忘初心使
命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才是本剧的主旨，也是其当下和永久
的价值所在。

我的同行友人当代知名剧作家唐栋先生在一篇创作谈中
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且借来做这篇创作谈的收尾：“写戏是
要有信仰的。对戏剧的信仰就是对人生的信仰；人生需要真
诚，写戏需要真诚。”

此言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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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闽宁镇搬迁，以
及福建援建宁夏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由中国
煤矿文工团、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出品的
脱贫题材话剧《情系贺兰》将于4月28日至5月2
日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献礼建党100周年。该
剧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员苗圃、张晞临，表演艺术
家贾雨岚，青年演员马驭崧、周显欣等主演。剧作
通过讲述忘我付出的扶贫干部与勇于开拓的西海
固人民携手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感人故事，
展现了宁夏银川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

1997年4月5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
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提
议：由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投资共建一个以两
省区简称命名的移民开发区——闽宁镇，用于搬
迁宁夏西海固移民，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在平原地
带脱贫致富。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那“砾石
遍地，千年未垦，万年未植”的茫茫戈壁荒漠已建
设成为一个“青山绿水，温馨小康”的“塞上江南小

镇”。为反映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中国煤矿文工团
的主创团队深入西海固、固原六盘山、固原黑窑
洞、吴忠红寺堡、永宁县、西吉县、闽宁镇和贺兰山
深处等地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于2020年11月首
度创排演出了话剧《情系贺兰》，并得到了国家文
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工程”专家委员会的肯定与指导。此次复
排演出即结合了首演经验并听取了相关意见，对
该剧的剧情设置、舞美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
了再次修改与提升。

专家认为，该剧用质朴感人的艺术语言和形
式，揭示了扶贫脱贫要从心中拔掉穷根的道理。
剧作以情动人，角色个性鲜明，情节丝丝入扣。剧
中奶奶、春生等一群山民对贺兰山的眷恋深情，与
扶贫干部发奋带领山民拼搏图强的真情，最终共
同凝聚成了脱贫攻坚战天斗地的干劲，为观众绘
就了一幅脱贫攻坚的光明画卷。

（路斐斐）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中国美
协学术指导，中国艺术报社、江苏省美协、中共苏
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文联主办的“百年辉煌·行
走江南——新吴门美术作品走四方特展”，4月13
日至16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行。展览
共展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入选历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和各单项展的获奖作品102件，是苏州现当
代美术家精品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表示，
“新吴门”概念的提出，既点明了此次展览的地域
风格与时代属性，更宣示了一种超越地域文化范
畴“新吴门”风格面貌的呈现。展览展出的优秀作
品承载着“吴门画派”淳厚的传统文脉，见证了社

会建设发展的日新月异，呈现出一种富于江南韵
味的整体性地域特色——清丽、雅逸、婉约、文
秀。可以说，“新吴门画派”既是一种文脉的传承，
又是时代文化的体现。

展览涵盖张辛稼、谢孝思、许十明、贺野、蒋风
白等已故著名画家，张继馨、杭鸣时、孙君良、杨明
义、刘懋善、马伯乐等老一辈画家和周矩敏、徐惠
泉、王嫩等中青年代表性画家作品，从不同角度体
现了苏州美术“守正创新”的文化特质，展现了苏
州美术家积极探索在主体意识、绘画题材、表现技
巧等领域的“创新”表达。

据悉，北京展结束后，此次展览还将赴内蒙
古、深圳、上海等地巡展。 （余 非）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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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情系贺兰》绘就脱贫攻坚画卷

新吴门美术作品走四方特展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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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境由象生——顾平人物山水画展”在中国美
术馆开幕。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民盟中央美术院主办，中国国家
画院山水画所承办，《中国美术报》、北京歌华大型文化活动中心有
限公司、江苏环太湖文化艺术城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匠造办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展览展出的作品为顾平近年来精心创作，他的作品以魏晋人
文为主创，用笔洒脱，画面灵动，被誉为“逍遥山水”。其作品不仅
展现了题材与笔墨的典雅，还有上溯魏晋传统文人心胸的解读，更
传达出顾平对生活的体验与创造性描述。

中国文联副主席张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中国美协副
主席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范扬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
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及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致
贺信。顾平致答谢词。开幕式由《中国美术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
平主持。

张平在致辞中说，顾平的画作人文气息充盈，书卷气浓厚，其
逍遥山水画直追魏晋风度，自有一种潇洒飘逸的气质，与他豁达坦
荡的性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年来，顾平积极参与民盟美术院举办
的多次展览、慈善拍卖和文化下基层等公益活动，彰显出其勇于奉
献的精神品质。

卢禹舜表示，顾平在创作和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是一位重艺术、重学术、讲品行的艺术家，他坚守艺术理想和审美
品位，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从其作品中可以
深刻感受到他的逍遥精神和魏晋风度。同时，顾平还是一位热爱
生活、勇于创新的艺术家，能够把他的研究成果和艺术创作紧密结
合起来，并在他以历史题材为主的艺术作品中赋予现代人的思想
情感，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这和他长期的思
考和研究是分不开的。

此外，展览期间还举行了“逍遥山水 魏晋风骨——顾平人物
山水画研讨会”。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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