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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的骨血与精神
——电视剧《爱拼会赢》的晋江诠释与答案 □彭学明

电视剧《爱拼会赢》以高海生和叶茂盛、叶大莲、钱

锦程、戴玉萍、翟友道等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与拼搏为主

线，将情感与情义、家境与家国、人生与人世、时局与时

代熔铸一体，倾情讲述，宏阔而细微地呈现了改革开放

大潮中生生不息的晋江人、如火如荼的晋江事、百折不

挠的晋江魂，可称厚实、厚重，荡气回肠。

这是时代画卷的壮美呈现。作品以时间为经线，从改

革开放前夕写起，一直写到现在的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和

全球信息化、一体化，既呈现了国内的大时代、大背景，又

呈现了国际的大世界、大变局，桩桩波谲云诡、步步惊心

动魄。作品以家家户户给小商贩悄悄卖海干货被民兵营

长带人抓现行开篇，一下子展开一个时代的画卷，让观众

回到了那个时代的现场。小商贩推着板车在小巷里疾步

飞奔，高海生挨家挨户敲门悄悄通知小贩的到来时，人在

时代夹缝中的生存感、压迫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筹集

村里的种子钱，高海生和钱锦程、翟友道冒着定罪投机倒

把的危险闯漳州卖海干货，是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的

呈现；港商能来投资，高海生能进纺织厂学习，叶茂盛能

够参加高考，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时的时代呈现；

高海生自己办服装厂并发展壮大、各种工厂和企业像雨

后春笋冒出的欣欣向荣，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时代呈

现；高海生的服装厂发展成全上塘一体的高质集团与港

商合作、全球竞争、凤凰涅槃时，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呈

现；中国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在香港的金融大战、叶茂盛在

与苏联做生意时苏联的突然倒塌，是全球大变局的时代

呈现。

大时代的画卷使得作品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有了

气势和气度，有了高度和广度。任何作品一旦与时代紧

密相连，就会宏阔、宏大，就跟时代一道生机勃勃、熠熠

生辉。而导演和编剧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时代的标签和年

表，而是通过一些生动的事件呈现，通过一些过往的物

象来佐证，比如自行车、收录机、磁带、缝纫机、BP机、大

哥大、手机、电脑、电商、网络等，这些年代感时代感极强

的物件，使得该剧于宏阔中见幽微、宏大中显精细、细节

中显真实、真实中接地气。

这是家国命运的真切书写。作品以命运为纬线，状

写在大时代、大背景和大世界、大变局的裹挟下，作为个

体的家庭命运、作为群体的企业命运、作为整体的国家

命运，自然也是起伏颠簸、沉浮坎坷。剧中，我们清晰地

看到，人的命运与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家的命运与国的

命运紧密相连、国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时代命

运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家国命运是牵动人心的核聚

变。高海生因为父亲早逝，从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跟母

亲一道抚养两个弟弟，在改变命运的过程里，因为时代

政治命运的荒谬，他跟几个伙伴贩运海干货时被作为投

机倒把典型，建起家庭服装厂雇佣工人时被说成是剥

削，而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时，他成了改革开放政

策红利下第一批富起来、强起来的人，弟弟高江生也成

了镇上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戴玉萍与高海

生深爱深恋，却因高海生贫穷、戴母生病抢救需要昂贵

的医疗费而不得不嫁给了港商王远航，一个时代的贫穷

加剧了两个家庭的贫穷，一个时代的命运造就了两个年

轻人的命运。但婚姻的不幸并没有造成黛玉萍的所有不

幸，好的时代依然给她带来了好的结果和好的未来，中

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她有机会回乡投资、成了一个跨国集

团的副总裁，并看到了新的爱情与光明；而叶茂盛在高

考途中因为受高海生牵连被人暗算

而高考失利后，自己办起了鞋厂、化

肥厂，鞋厂因为鞋子质量问题而倒

闭他自己因为化肥厂造假化肥而蒙

冤入狱，这看起来是他个人的事情，

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所

以叶茂盛既成了随波逐流者，也成

了这个时代的蒙冤受害者。

而这些家国命运的书写最后的

落脚点都落在拼、落在赢，落在晋江

人是怎样在拼搏中改变命运、赢得

人生和世界。这样的拼和赢就成了整部作品的灵魂。这

种灵魂也就铸就了晋江人的精神。

所以，《爱拼会赢》又成了晋江精神的深情颂歌。

一是在逆境的艰难挫折中展现晋江精神。逆境是最

能磨练人的个性和品格的。晋江人敢于逆水行舟、逆风

飞扬，勇于绝地反击、绝处逢生的精神，在《爱拼会赢》里

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高海生在全村遭受自然灾害无钱买

种子时，带领钱锦程冒着被定罪为投机倒把分子的危

险，去外地倒卖干海货；在倒卖干海货被骗走巨额干海

货时，他没有倒下，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被骗的债务，借

钱办起了缝纫厂；当鞋子质量有问题而饱受诟病时，他

不遮丑、不护短，当众销毁了所有问题鞋子，使企业名声

再起、雄风犹在；叶茂盛鞋厂倒闭、蒙冤坐牢时，也不自

暴自弃、妄自菲薄，而是越挫越勇，办起了晋江最大的电

商，当电商平台遭受贩卖假货最大的危机时，他吸取以

往失败的教训，向高海生学习，销毁了所有的假货，从而

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穷且益坚、苦更奋发、挫更勇

猛的晋江精神，是整个晋江人的写照。

二是在矛盾的尖锐冲突中展现晋江精神。矛盾冲突

是展现人的精神最好的镜子。该剧自始至终都以各种事

件的矛盾冲突为动力牵引、吸引着观众，让观众在矛盾

冲突中看见晋江、见识晋江、领悟晋江。人与人、人与社

会、社会与社会的矛盾及人的情感、利益矛盾，都在作品

中千丝万缕地集合、胶着在一起，考验着晋江人的能量、

胆量和涵量。高海生与戴玉萍和叶大莲的爱情矛盾、与

叶茂盛和钱锦程的兄弟矛盾、与高辰宇的父子矛盾，叶

茂盛与高海生的兄弟朋友矛盾、与叶大莲的爱情亲情矛

盾，戴玉萍与高海生的爱情矛盾、与王远航的婚姻矛盾、

与叶大莲的姐妹矛盾、与父亲戴支书的亲情矛盾，是人

的情感矛盾的交织；而高海生、叶茂盛、叶大莲、戴玉萍

在面对生存和发展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是人与社会的

矛盾与冲突；高海生在企业改制时面临的尖锐矛盾与冲

突，是人与人利益的尖锐矛盾与冲突；以高海生的高质

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耐迪在竞争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

会与社会、时代与时代、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与冲突。在这

一场场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晋江人直面矛盾的果敢

与担当、化解矛盾的智慧与能力。比如高海生在高质改

革中实行优胜劣汰时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与

阻力，可谓是四面楚歌、八方围猎，但高海生硬是以壮士

断腕的气魄、出类拔萃的能量打赢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恶

战，赢得了企业凤凰涅槃似的新生。这种矛盾冲突中的

大智大勇，彰显了晋江人不畏艰险的百折不挠、不怕牺

牲的无私无畏、不吐不茹的刚直磊落。

三是在智慧的远见卓识中展现晋江精神。如果说逆

境是一种遭遇，矛盾是一场阻击，那么深谋远虑、高瞻远

瞩、洞见未来、引领潮流，是晋江精神、晋江智慧的另一种

体现。该剧中，我们无数次看到了这种精神的崭新体现。

在纺织厂，高海生深谋远虑，看到那些废弃的边角布料，

看到了利用边角废料做服装的商机；做服装厂时，他深谋

远虑，看到了运动服的商机，做起了运动服和运动鞋；在

把运动服和运动鞋在国内做成了一流时，耐迪进入，高海

生深谋远虑，看到了合作共赢、贴牌生产的商机；合作成

功后，他又深谋远虑地看到了独立自主、自创品牌的重要

性；在自主创新、自创品牌赢得国内市场时，再次看到了

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开始了开拓与发展，从而赢得了国际

市场，赢得了全球世界。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沾沾自

喜、骄傲自满，在发展中发现不足，在前进中清除障碍，在

成就中预见未来，是晋江人能够始终挺立潮头、引领潮

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结晶所在。

四是在人性的质朴美好中展现晋江精神。贫贱不

移，富贵不屈，患难相守，甘苦与共，善良为本，真诚为

根，都体现着晋江人性的质朴、人情的敦厚、人心的温

暖，是晋江精神的人格力量。剧中，人性、人情、人心的光

亮与光照无处不在。高海生因投机倒把和诈骗罪被抓

时，全村全镇人为之撒谎，特别是戴支书因此而好心办

坏事时的痛哭流涕、痛担全责，让人感动落泪。叶茂盛因

爱生恨而与高海生反目成仇，企业倒闭时高海生不计前

嫌想办法收购、挽救其企业，并以叶茂盛的名义捐建了

一所职业学校，不离不弃的兄弟情义感天动地。高海生、

叶茂盛、钱锦程、翟友道四人年轻时的纯洁友谊、同甘共

苦，是人性至真至美的光辉，纺织厂厂长、县委书记万

丰、公社书记赵启年对高海生的帮助、对老百姓的关爱，

是人民公仆的爱民情怀，更是人性和人格的光芒。

五是在代际的血脉传承中展现晋江精神。这是该剧

一个难得的亮点。作品在浓墨重彩写高海生这一代人

时，也在写他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高江生从小就

刻苦学习立志考清华，高河生从小就在学校里给老师买

烟学做生意，叶二莲、叶小莲从小就帮干家务、捡海货做

小本买卖，特别是高海生的儿子高宸宇从小聪明伶俐、

有胆有识，他在父亲工厂实习时，智勇双全地破获了两

起高质集团遭诬陷的案件；他脱离父亲的保护跟叶茂盛

独立自主创建电商事业，让电商事业如日中天，不但体

现了爱拼会赢的晋江精神血脉传承，也寓意了晋江代代

都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美好未来。这些描写虽

然着墨不多，但却特别有匠心、有意义、有力道、有生命。

逆境中，迎难而上是拼。矛盾中，挺身而出是拼。顺境

中，深谋远虑是拼。人性中，报团取暖是拼。传承中，前赴后

继是拼。爱拼、敢拼、能拼、会拼，不拼就死、拼了就赢，这是

《爱拼会赢》的晋江诠释，也是《爱拼会赢》的晋江答案。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由河北省艺术中心推出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

《雁翎队》是近年来中国歌剧舞台上一部成功之作，也

是一部值得关注之作。该剧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这足以证明该剧作为一部成功之作已得到社会和业

界的认可。而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值得关注之作，则是

有见于此剧的制作模式呈现出某种向新中国歌剧创

作传统回归的趋势，具体而言，其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传承红色文化。河北是红色文化大省，从

中共建党初期到新中国成立，涌现了众多革命先烈，

发生过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根据相关史实创作的文

艺作品也层出不穷，如小说《红旗谱》《平原枪声》《烈

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地

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董

存瑞》等家喻户晓，其影响至今不绝，成为公认的红

色文艺经典。应该说，歌剧《雁翎队》的创作赓续了

这一传统，恰如当初那些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英雄

故事成就了上述红色经典一样，80年前飘荡在白洋

淀的歌声也为今日的《雁翎队》注入了红色基因，使

之进入河北红色文艺长廊。

二是彰显地域特色。观看歌剧《雁翎队》很容易

令人想到上世纪一部经典之作《洪湖赤卫队》，毕竟

都是民族歌剧，都是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发生地又都

是水乡泽国，因而产生联想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再正常

不过。有必要指出，《雁翎队》不仅在人物关系设置和

故事情节编排等方面有别于《洪湖赤卫队》，而且在内

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有意彰显了河北地域特色。比如

吸纳了同属白洋淀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荷花淀》《新

儿女英雄传》中的某些元素，选择某些能够体现白洋

淀地区风俗特色的场景，在人物对白、唱词中有意使

用了不少河北方言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的处

理。该剧大量化用河北地方戏曲和民歌的音乐素

材，比如将戏曲板腔体用于某些咏叹调唱段，将西河

大鼓说唱曲调和演唱方式用于某些宣叙调唱段，既

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情感，又展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是秉持精品意识。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精心组织创作的重点

剧目，歌剧《雁翎队》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河北省艺术中心出品，这表明该剧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受到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而其主创团队更是汇集了多位业内名家，编剧王晓岭、作曲李

昕、导演王延松等在各自领域都有上乘的表现，再加上雷岩、黄华丽、陈

小涛、龚爽等歌唱演员的加盟，构成了歌剧《雁翎队》强大的主创阵容。

不止于此，主创人员精益求精的创作理念同样是该剧得以成功的重要保

证。2020年9月《雁翎队》在河北艺术中心首演，之后多次召开研讨会听

取各方意见进行修改，仅文学脚本前后演出就修改了16稿，对人物关

系、唱段设计、舞美呈现等各个环节都作了细致的调整，于2021年6月

再度上演，为歌剧爱好者提供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艺术盛宴。

纵观新中国歌剧创作史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那些广

为传唱、堪称经典的作品几乎全都具备上述三条特征，如《白毛女》《刘

胡兰》《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这些作品除个

别写成于上世纪40年代末外，其余都创作于五六十年代。尽管时过境

迁，但它们作为红色经典不断复排上演或被改编为其他艺术样式，至今

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观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民族歌剧，数量虽

然不少，能与之媲美的却寥若晨星。平心而论，造成此种反差的原因较

为复杂，而从制作模式来看，能否集上述三条于一身，倾全力打造人民

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似乎是一个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此而言，

歌剧《雁翎队》的成功或许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当然，歌剧《雁翎队》能否成为新的红色经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

至少，在将来中国当代歌剧史的书写中，《雁翎队》向传统回归的创作态

势应该会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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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若干年前，央视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播出张慧芳

主演的《谢瑶环》，她把“脸”字上口唱成了jian，有人问该场

的嘉宾（当时《空中剧院》均聘有嘉宾来回答观众提出的问

题）杜近芳先生：“您唱的‘脸’字为何不上口？”杜答曰：“起

初我也是上口的，有些大学生给我写信说听不懂，于是我

就改了。”有人不懂的东西就该改吗？此说大可商榷。

据戏曲史资料记载，我国戏曲剧种多达三百余种，迄

今仍有二百多种尚活跃在舞台上，每个地方剧种吐字发音

都有自己的音韵体系，基本上就是地域方言的音韵体系，

唯有京剧具有其独特的综合性音韵体系，因为它不是某地

的地方戏。因此，音韵系统再加上不同的唱腔，就成了区

别不同剧种的主要因素。京剧音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

唱念（韵白）中的“上口字”“尖团字”以及四声调值等方

面。即以马连良先生的《甘露寺》“劝千岁”唱段为例，该唱

段共26句，其中有上口字26个，尖字12个（包括重现的）。

会唱这段的人不妨试试，若把这些字都按普通话的读音唱

出来，那还有京剧味儿吗？至于地方戏，在科技不发达的

年代，它们基本上就是只为本地区的群众服务；在信息化

时代的今天则大不相同了。像北方人连一句都听不懂的

粤剧、梨园戏、高甲戏、越剧等在央视戏曲频道也时有播

出，它们是不是更该改了？这不等于毁灭这些剧种吗？

况且，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多彩，并非只有戏曲

一种。比如书法，其中的草书有很多字人们不认识，怎么

办？难道应废除草书？再如唐初形成的“近体诗”（绝句、

律诗、排律），具有极严的格律，如果你写的诗不符合其平

仄要求和押韵规则（平水韵、一百零六韵），那就不能叫近

体诗。我们不时会看到，有人写的诗或四句或八句，每句

或五字或七字，大体上一押韵，就敢标出是“绝句”或“律

诗”，徒留笑柄尚不自知。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提出应“突

破”格律的“束缚”！又没有谁逼着你非写近体诗不可，不

懂格律你就别写了；一定要写的话，别无他途，你就去学

习一下诗律，那又不是深奥到不可学的知识，怎能以改变

传统来适应你的无知呢。

对此，吴小如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从不懂到懂，本有

个积累见闻的辩证过程。”（《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这句话

还勾起我亲身经历的小笑话。我给学生开设京剧选修课

之初，学生对传统京剧基本上是一无所知。“有请二小姐出

[tʂ’ ]堂”（《凤还巢》）他们竟听成“请二小姐吃糖”；“你是

几时出阁[kuo]的”（《锁麟囊》）有的学生竟问我：薛湘灵还

“出过国”？我讲过“上口字”之后，他们就明白了这些字的

发音，而且在别的唱念中再遇到这些字，他们也就会唱会

念了。其实我自己也是上世纪40年代从学龄前就开始跟

着大人们进剧场听戏，慢慢就喜欢上京剧，80年过去了，依

然初心不改。

有人不懂就得改吗？
□史震己

新作点评

在全国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由中国评

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主席论坛

4月11日在京举办。论坛以线下线上结合的形式

组织召开，旨在深入学习领会、研究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中国评协主席夏潮出

席并致辞，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中国文联网

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郝向宏等参加论坛。中国评

协主席团成员徐粤春、王一川、尹鸿、叶青、叶培

贵、向云驹、李明泉、汪涌豪、张德祥、傅谨，各省级

评协主席团代表马琳、汪政、范志忠、夏汉宁、孙先

科、李建华、余三定等参加论坛主题演讲。中国评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徐粤春主持并总结。

夏潮在讲话中倡导广大文艺评论家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艺的时代使命、文艺的

立场方向、文艺的本质灵魂、文艺的表现和服务主

体、文艺的创作方法与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

题深入探讨，为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新境界作贡献；开展建设性的文艺评论，注重学术

的厚度和理论的深度，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文艺

理论和评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添

砖加瓦；紧贴新时代文艺实践，注重价值引导和

精神引领。他指出，要发挥论坛的组织示范效应。

努力推动中国评协的自身建设和协会工作上台

阶、开新局发挥引领作用，为各级评协组织的思想

理论建设、品牌阵地建设、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乃至提升行业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发挥示范

作用。

论坛嘉宾从各自学术专业、研究领域、关注重点出发，展开了

深入研讨交流，演讲主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

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中国

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温马克

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文化创造”等，展现了丰富

立体多维的理论分析和建构。徐粤春在总结时表示，嘉宾的发言

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理论性、专业性和实践性，提出的许多新思

路、新观点、新策略既契合艺术发展规律又符合时代发展所需。通

过论坛的研讨，促进了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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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烈士立碑，为人民立传。”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季宇

小说《最后的电波》改编，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新

创话剧《铁流东进》于4月13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首

演，揭开了第七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大幕。该剧由查

文白、钟鸣编剧，查文浩导演。作品聚焦新四军通信兵战斗

生活，是一部热血涌动、充满阳刚之气的舞台作品。

“军人离开战场有两种方式：凯旋或牺牲。他是第三

种……”1941年，皖中独立师第三团东进受阻，被日寇围困

在白马山，急需通过电台与上级联系。协助三团的发报员

是一位技艺超群却对抗日胜利毫无信念的老百姓……话剧

《铁流东进》中采用了两个时空交替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患

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主人公李安本的孙子从怀疑爷爷是逃兵

到揭开隐秘真相的过程。作品通过层层叙事展开了一段为

民族浴血奋战的铁血往事，亦展现了主人公从平凡到伟大

蜕变的心路历程。剧作真实、可信地塑造了一个被信仰感

化、蜕变、觉醒的普通人和一群意志坚定的新四军战士，谱

写了一曲悲壮动人的英雄赞歌。

为使剧中人物更加丰满立体，主创团队与原著作者多

次沟通交流，在小说提供的信息和背景基础上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通信兵回忆录，并实地采风、走访相关人士，深

入挖掘素材。在作品的二度创作方面，导演查文浩用影

像、灯光、音乐、演员形体等载体，立体呈现电波的形态，调

动现场观众感官。舞台上，高低不一的白色矩阵排列成摩

尔斯电码符号，随着剧情不断变换为战场、纪念碑等形态，

舞台上方的纱幕也由摩尔斯电码符号组成，流动的影像与

旋转的舞台融为一体，诗意地诠释电波与铁军的关系。此

外，音乐旋律中也加入了摩尔斯电码的元素，用男声合唱

与哼鸣的方式贯穿乐曲，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亦是老年李

安本循环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在作品中汇入了柔和

感人的笔触。

该剧由侯岩松、田征、王挺、褚栓忠、张真源、王啓函、李

梦男等出演，张武任舞美设计，黄祎任灯光设计。该剧创排

于疫情期间，经历多次暂停再重启。作为国家话剧院在习

近平总书记给剧院艺术家回信后的第一部新创作品，剧组

在总书记回信的鞭策和激励下坚守话剧舞台，不忘初心使

命，赓续红色血脉，力求以优秀作品践行总书记嘱托，迎接

党的二十大召开。据悉，首轮演出将加演两场，持续至4月

18日。 （路斐斐）

话剧《铁流东进》首演 红色电波闪耀铁军精神

求疵篇

塔 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