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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心中的赞歌
——看西藏话剧团话剧《八廓街北院》有感 □刘 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看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演出
的话剧《八廓街北院》（编剧次仁玉
珍，导演吴旭、尼玛玉珍），感到无比
的惊喜。这个戏2018年曾来北京
演出，剧名叫《八廓北院》，在广泛听
取意见后，剧团又重新组织力量，邀
请吴旭加盟导演，对该剧进行修改、
打磨、提高，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剧名改为《八廓街北院》，无论是主
题开掘、人物塑造，还是舞台呈现的
整体面貌，都有了明显提高，艺术质
量也有了大幅度提升，给人以面貌
一新的感觉，令观众欣喜不已。

一、突出人的思想变化和精神
成长，是该剧修改提高后明显的变
化。该剧以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
藏为主题，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的
创作视角，描写居住在拉萨八廓街
一个古老大院的居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思想观
念变化、命运变迁和精神面貌的改变，歌颂了改革开
放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个大院原是清朝驻藏
大臣的官邸，居住着藏、汉、回等几个民族的居民，
40多年来，大院各族民众和睦相处，在追求美好生
活的过程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寻找致富之
路。尤其是大院里的几个年轻人人生道路的选择，
更体现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他们从追求国
家职工的“铁饭碗”，到转变思想观念，自力更生做生
意、搞旅游，多层面地开拓经济发展之路，带领乡亲
们共同致富，表现出最质朴、最温暖、最珍贵的民族
亲情。如果说，剧作演绎的是“同饮一井水，同为一
家人”的生动故事，那么观众看这个戏又分明能感到
西藏人民“同唱一首歌，同心报党恩”的激动心情和
喜庆情怀。

二、弘扬大爱精神，让善良与爱心温暖每一个人
的心灵，让人性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放出灿烂的光
彩，是该剧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慈祥善良的葡萄
阿妈（阿妈贡珠），是大院里的长辈，也是大院里灵魂
式的人物。她爱大院里的每个人，把自己的爱无私
地奉献给大院里的人。她年轻时收养普珠扎，视为
己出，为此终身未嫁，以全部精力照顾孩子、养育孩
子，给予他全部的爱。她的行动感动着大院里的人，
赢得了大院人的尊敬。其美拉是农奴出身，解放后
过上了幸福生活，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担任大院
组长，是大院的主心骨。他时时关心着大院里人们
的生活与工作，受到大院人的爱戴。杨老师是1976
年来西藏的内地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到北京上
大学，1981年回到拉萨成为拉萨工农兵小学的教
师。他曾一度离开西藏回到内地，但终因心里放不
下西藏的孩子们，不能忘怀西藏人民的情谊，又回到
拉萨，之后一直留在西藏担任教师。在他的精心教
导下，学生仓姆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成为大院里第
一个大学生。

该剧的导演在深入开掘该剧的主题基础上，细
腻地塑造人物，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
间，使该剧的舞台演出流畅、紧凑，且具有诗意的美

感。剧中演员的表演很有激情，塑造了一个个性格
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感人的戏围绕着葡萄阿
妈（达片扮演）和普珠扎（小普布次仁扮演），同其美
拉（仁青顿珠扮演）与妻子次卓玛（大达珍扮演）之间
展开。其美拉年轻时，因一时糊涂与相爱的恋人未
婚生下一个孩子，恋人因难产去世，留下这个孩
子（普珠扎），可他尚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和精力，便
把孩子悄悄放在大院门口，看着葡萄阿妈抱走。他
一直瞒着妻子次卓玛，担心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次卓玛虽然看不惯普珠扎的调皮、跟人打架，但她心
里知道，普珠扎的心地是善良的，因此她很想帮助普
珠扎。当她听到丈夫讲出实情后，非但没有生气，反
而还埋怨丈夫：“你以为我次卓玛嫁给你只会同甘不
会共苦吗？我的心难道不是肉长的吗？就算有千百
个理由，你这样做不知道孩子是无辜的吗？为什么
要让孩子受那么大的委屈？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
哪……”她对丈夫说：“其美，血浓于水的感情，不管
怎么样，我们一起去面对。”话语不多，却显示出一种
大爱之情。葡萄阿妈心里更是一直惦记着如何化解
儿子普珠扎与其美拉的感情隔阂。她心里明白：“因
爱生出的恨，只能用爱去化解。”

其美拉处处关心普珠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
可是，他越是热心却越让普珠扎反感。普珠扎心里
一直很自卑：“我的一生都是个问号……我不知道我
从哪来，我更不知道我是谁。从小被人嘲笑，从小被
人看不起。”甚至有人背后议论他是其美拉的私生
子，更让他抬不起头来。因此他恨其美拉。在葡萄
阿妈的耐心劝解和其美拉的努力下，普珠扎与其美
拉情感上的隔阂消解。普珠扎为做生意偷偷拿走葡
萄阿妈的传家之宝唐卡，结果生意失败，阿妈的宝贵
唐卡也被他弄丢了，是其美拉想尽办法又找回了唐
卡。当普珠扎从其美拉手中接过阿妈留给他的这件
宝贝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阿爸”，不仅让其美拉
喜出望外、热泪盈眶，与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也
让观众感受一种释怀。多年来的怨恨与隔阂终于用
爱心化解，每个人都为剧中人感到高兴。

戏，就是以这种涓涓细流的仁爱之情，温暖了剧

中人，也照亮了人世间的所有人，让人
感受到爱的温馨与真情的舒畅。在这
里，葡萄阿妈的善良与爱心、普珠扎的
个性与韧性、其美拉的开阔胸怀、次卓
玛的爽朗与大度，还有杨老师（大普布
次仁扮演）对孩子们的关爱之心，都被
演员们演绎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形
象动人。

三、塑造新的人物，展现新时代人
们的精神面貌，为该剧的成功增添了
青春的活力。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
雪域高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转变了
人们的价值观念，扩展了人们的思维，
拓展了西藏人民脱贫致富的广阔道
路，为他们走向幸福美满生活展示了
宏伟的人生愿景，而大院里年轻人的
成长更是令人瞩目。

巴松，是第一个感受到改革开放
气息的青年人。尤其是他听了杨老师

介绍内地搞活经济的诸多办法，更使他的思想开了
窍。他学着做生意，承包甜茶馆，有了积蓄又扩大经
营范围办公司。不但自己脱贫致富，还带动了大院
里的年轻人。亚古就是受他的影响走上致富之路
的。亚古背着爱人拉姆，偷偷地办了辞职，开始是跟
着巴松办公司，后来是自己开办公司，完全是靠着自
己的智慧和勤劳过上了以前从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普珠扎，一个生性调皮、不受人待见的孩子，长
大了也没有一个正当的工作，整天游手好闲，动不动
就跟人打架。看见巴松做生意挣钱，他眼热。结果
自己做生意却失败了，灰头土脸地回到大院：“看
吧！我失败了，生意全赔了，我什么都没有了，现在
和乞丐没什么两样了。你们想笑话我，想挖苦我，都
来吧……”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大院的人们没有歧视
他，而是伸出热情之手帮助他、鼓励他。次卓玛对他
说：“说的什么话，生意赔了钱没有了，还可以再挣
嘛。什么乞丐，都是喝一口井水的人，都是一家人。
有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没吃没喝的！……我们都
会帮你的！”在其美拉和大院亲人们的鼓励下，普珠
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凭着自己的聪
明才智跟着葡萄阿妈学画唐卡，成为了一个有天赋
的唐卡画家，结婚生子，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这是多么暖心的画面！看到一代年轻人的成
长，看到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
路，让自己的人生放出了光彩，不但年轻人增强了成
长的自信，大院里所有人的心里都像吃了蜜糖。就
如其美拉说的，“我们的北院，有着300多年的悠久
历史，在漫漫岁月长河里，我们的大院一直安静地伫
立在八廓北街，见证着拉萨、见证着西藏是如何从苦
难走向光明，从衰败走向辉煌……如果北院的老砖
能说话，她会告诉全世界如今我们的生活是何其幸
福、何其安定、何其团结。”其美拉的话说出了大院人
的心愿，也表达着西藏人民的心声。他们从心里感
谢党的领导，感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各项方针政
策，情不自禁地从心里唱出了甜蜜的赞歌，满怀信心
地按照党的新时代、新征程宏伟蓝图的指引，前进在
建设美丽新西藏的康庄大道上。

由央视电影频道策划出品的大型电影史诗专题片《我们的旗
帜》，自今年6月30日起在央视电影频道、1905电影网等平台播
出，并在学习强国、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新媒
体客户端，在腾讯音乐、QQ音乐等平台音频播出以来，已接连推出
了8集。从第一集的《破晓》，到《惊雷》《星火》《抗联》《遵义》《惊变》
《敌后》等，每周三晚，广大观众与听众都可通过收视或收听的方式
了解专题片中最新一期的党史故事。专题片凭借珍贵扎实的文献
价值和新颖别致的讲述方式，打破了纪录片严肃与活泼的风格界
线，无论历史迷还是电影迷，又或是想要换换口味的年轻观众，看
完听完之后都能有所收获触动，该片被网友评价为既有电影的戏
剧性，又有历史的厚重感，既能给人以视听震撼又能给人带来精神
的洗礼。

的确，在策划、创意与制作团队的精心构思下，这些“银幕上的
党史故事”以电影经典映照了百年丰碑。专题片经由党史专家的深
入阐发与相关影人的生动讲述，通过视听结合、网台联动的融媒体
全方位传播，引发了人们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与热烈的观看期待，
既是一次历史的重温又是一次信仰的确证，既是一种精神的感召
又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景。正是凭借这种崇高的思想站位、史诗的
专题格局与丰富的影音资源、专业的影史意识，该片才能将风雨如
晦的年代、波澜壮阔的中共党史与绵延不绝、脍炙人口的光影经典
交相辉映，用全部21集、21个夜晚的588分钟，去激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与精神共振，在观者的心中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中华民族精
神纪念碑。

该片第一集《破晓》的第一个镜头就表现了天安门广场上红旗
簇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三位刚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抗疫英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抗疫英雄们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该片以抗疫
英雄的视角将镜头转向了纪念碑上的经典浮雕，解说词以极具代
入感的方式，引入了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诗句，将相隔180年不同时代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奠
定了该片的史诗格局。之后，镜头转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极具抒情性的情景再现，在如泣如诉、悠远明亮的乐音中，电影作
品中硝烟弥漫、血火交织的战场镜头与英雄们
凛然正气、一往无前的牺牲画面配合以1949年
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的原声，进一步突
显了该片崇高的思想站位与史诗气质。在现实
和银幕的时空对话、今昔穿插中，专题片获得了
强烈的思想感召力和雄辩的说服力。

《我们的旗帜》中几乎贯串始终的交叉剪辑
和声画对位也值得注意。片中选择和使用的影
音素材既有上世纪50年代的影片《林则徐》和
80年代的影片《孙中山》，又有当下正在公映的
电影《革命者》《1921》等，还有从资料库里发掘
出来的许多其他珍贵档案。如第六集《惊变》就
展现了张学良将军当年的珍贵影像，以及通过
口述实录获得的第一手文献；又如第七集《敌
后》中对影片《地雷战》里民兵英雄的扮演者及
其原型孙玉敏的采访等，片中资料的丰富性与
专业性均显示出国家级影视节目制作力量在影
音资源和影史意识层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
一点同样也体现在片中对讲述人和党史、军史
专家的选择以及对影片创作者和相关当事人的
精心采编方面。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实
践，使得该片在历史叙述与影片叙事等各方面，
形成了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呼应与同构叙事，从而让观众产生了最大程度的共鸣。

在专题片第四集《抗联》中，电影《八女投江》编剧李宝林的讲述，平实中饱含催人
泪下的人道主义情怀，既感人肺腑，又意蕴深远；影片《步入辉煌》多方讲述和展现了
抗联英雄杨靖宇率领抗联将士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战斗的英雄事迹，令观众心生无比
崇敬之情。在第七集《敌后》中，人们跟随讲述人、演员李一桐回到她的家乡，聆听山东
海阳民兵英雄们的地雷战故事，回顾影片《地雷战》的拍摄经历，结合画外音解说、军
史专家徐焰的讲述以及丰富的影音资料的穿插，将抗日战场和敌后抗战的艰苦局面
在片中清晰展现出来，引领观众重温历史、不忘初心，获得了广大网友的赞誉。作为融
媒体时代对主流文化样式的一次主动探索，这部电影史诗专题片的创新姿态值得业
界关注。

荣获第23届曹禺剧本奖的湖南花鼓戏《桃
花烟雨》，日前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在京上演。该剧
取材于湘西十八洞村的扶贫故事，真实再现了现
实生活，张扬了时代精神，有着令人惊喜的舞台
艺术表现。

长期以来，戏曲现代戏往往难以摆脱“话剧
加唱”的创作模式，造成戏曲审美的缺失。《桃花
烟雨》在舞台艺术形态上则采取了充分“戏曲化”
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借
鉴、化用传统戏曲艺术的程式动作。该剧不仅保
留了花鼓戏传统剧目中的众多程式动作，也广泛
向其他传统戏曲艺术学习，如麻长贵和麻丽花借
助手中锄头表现二人内心的祈盼和纠结，从中就

能看到湘昆《白兔记·抢棍》中的艺术渊源。二是
对日常动作的夸张并配以锣鼓节奏，增强了戏曲
化的特色。“赌饭量”时阿雀盛饭、阿牛吃饭的表
演，隆富平与石青峰约定时三击掌等表演皆是如
此。三是融入苗族歌舞、现代歌舞，如花山节众
青年的舞蹈、石青峰夫妇踏花场时颇具舞蹈意味
的步伐等，皆强化了全剧载歌载舞的艺术特征。
近年来，以张曼君及其导演的《母亲》《王贵与李
香香》等剧作为代表，追求现代戏的“戏曲化”成
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在现代戏创作
上出现了观念上的转变与实践方面的突破，该剧

即是一个例证。
《桃花烟雨》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苗寨从贫

穷到富庶的转变，主题严肃深刻，但艺术表现上
并不呆板、沉重，而是举重若轻，将宏大的主题内
涵如盐入水般融进诙谐风趣的喜剧中。从选材
角度上看，该剧没有把扶贫队长作为第一主角，
而是将回乡帮助村民脱贫的石青峰作为主人公，
这就避免了扶贫剧千篇一律的写法。在情节叙
事上，该剧紧紧围绕石青峰和妻子龙伲珍的情感
故事展开，并以长贵和丽花、阿牛和阿雀两对恋
人的故事为辅线，其中“赌饭量”“毛伢子的仲裁”

“背外婆下楼”“授花粉的香馨”等情节充满谐趣，
又富于生活气息。剧中人物的性格被赋予了很
强的戏剧性特征，敢爱敢恨，个性鲜明。尤其是
龙伲珍这个人物，为了阻止丈夫留在家乡，她哭
闹、假装跳崖以至闹离婚，戏越演越足，结果弄假
成真、后悔不迭，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还有赶
秋节的火塘边，扶贫队长为三对恋人各送一副对
联，总结他（她）们情感道路上的插曲和风波，也
突显了全剧风趣诙谐的风格。

该剧还彰显了剧种的地方化特色。湖南花鼓
戏的音乐一般主要由川调、牌子、小调构成，该剧
的“乡俚苗歌”“采茶调”“渔鼓调”“神调 阴告状”
等曲调，让人们领略到了既朴实活泼又粗犷爽
朗，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音乐风格。剧中还使用
了湘西方言乡音，运用了大量地方性俗语、谚语，
词语的音调和意义在舞台上共同构建起一个真
实的文化湘西形象。苗寨花山节民俗、火塘歌舞，

也进一步凸显出少数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特色。
湖南花鼓戏剧院自上世纪50年代创建以

来，在三湘四水之间已孕育出独有的文化品格。
《桃花烟雨》可谓既继承了《刘海砍樵》等经典剧
目载歌载舞的艺术特质，又发扬了《打铜锣》《补
锅》等现代戏剧目根植现实生活、扎根人民的优
良传统。

《桃花烟雨》的戏曲化追求、喜剧化风格、地
方化特色对近年来大力发展地方戏现代戏创作提
供了有益启示。讴歌时代精神、表现现实生活是
当代戏曲应该承担的使命，但如何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就需要艺术从业者的独立思考和表
达。人民需要喜闻乐见、雅俗共赏、有鲜明剧种
特性的戏曲作品来丰富自己的文化艺术生活，戏
曲艺术的当代发展更应重视人民的获得感，让观
众在剧场中不仅感受到时代精神的鼓舞，也能享
受到艺术欣赏带来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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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化、喜剧化与地方化
——浅谈湖南花鼓戏《桃花烟雨》 □吴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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