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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新时代的屈原形象
□宋宝珍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物性人情，向来如是，但在东

汉末年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故土之念往往成为一种被抽

离乃至被放逐的情感。知天地之寥廓，便愈感万物苍茫，灵魂

像风雨转蓬，难得安顿。在历史的尺度里，那颠沛流离的痛苦

不过是史书中寥寥几笔，但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却可能茫无涯

际，也因此构成了一种蕴藉悲悯、烛照幽微的戏剧张力，地下

暗河似地在漫长岁月里汹涌奔腾。由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新

近推出的秦腔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编剧张泓，导演韩剑英，

主演苏凤丽）以“文姬归汉”故事为题材，不落窠臼地跳出历史

叙事的地表，从个体处境和人文视角出发，找到并较为新颖地

揭开了其中蕴含的常遇与常情、坚韧与高贵的偶然之必然，赋

予了这个故事新的历史重量和新的时代内涵。

“文姬归汉”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以郭沫若编剧、焦菊

隐导演的话剧《蔡文姬》为代表，此题材的舞台创作也非常

多。当我们从中感受到文化凝聚的力量鼓荡于历史叙事之

际，蔡文姬同时作为文学家、史学家和在战乱中命运颠沛流离

的个体身份，不可避免也持久地引人发问：她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如果说赋予历史意义是史学家的本能，那么拨开历史而

进入到具体个体的命运处境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答案：一

方面，她是一个女性，是妻子、母亲和女儿，是汉末社会伦理关

系中微妙生动又富有温度的一个人，而“家”则成为归集其身

份情感的最大执念；另一方面，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博闻强

记、聪慧多才，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个人抱负，都让她必然秉

承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使个体的情感执念向民

族凝聚团结的主题升华。秦腔《蔡文姬》的新颖发现在于，它

在蔡文姬于战火离乱、颠沛流离而灵魂难以安放的处境中，找

到了她多重身份互为表里、牵扯映衬，又极富张力、极具代表

性的精神寄托，即亲自重撰其父蔡邕的史学著作《汉记》。这

里隐约能看到某些前人走过的痕迹，但对于秦腔《蔡文姬》来

说，那触动人灵魂的自我救赎，却让人眼前一亮。

秦腔《蔡文姬》以续撰《汉记》为主线，通过蔡文姬“去汉”之取义救人，“归汉”之去

留两难，“归来”之窘困迷茫，直至发现汉简而重拾信心等一系列情节，较好地将蔡文

姬曲折坎坷的一生和丰富复杂的性格心理刻画了出来。在那个战乱年代，蔡文姬国

破家亡、被掳离乡，又辗转乡愁、离亲归汉，一生坎坷似乎永远流离于人类极致的边

缘，留也留不住，求也求不得，唯有那因战乱而积薪有限、传承堪忧的一息史魄文胆，

成为她最后的灵魂救赎。在生活的色彩皆成黑白之际，似乎苍穹投下了一束悲悯之

光，让她始终敬畏、能够坚守，让她感受到苦难背后从未散逸、凝聚着人类共情的文化

魅力，体现出文化传承的风骨与韧性。

蔡文姬被掳进入草原，这是她人生命运中的重大事件。被掳属于无奈，嫁给左贤

王哪怕不是出于爱情，也一定是因心有安处。让她心安的是什么呢？是左贤王懂她，

堪为知音，但更重要的是这给了她护持心中一念的依靠，使得个体所依赖的家和文化

身份所承载的赓续文脉的执念有机统一。这段情节叙述得略显简单，仍有一些细部

有待打磨和展开。比如左贤王作为草原雄主，对蔡文姬从敬佩到怜爱直至走到一起，

一定也夹杂着蔡文姬从无奈到感念到与之彼此欣赏的过程。正因有了这个过程，蔡

文姬归汉时的去留两难才更加感人肺腑。文姬归汉同样属于重大事件，不仅作为历

史或民间传说的“事件”，而且作为个体漂泊多年重新面对中原正统文化所进行的又

一轮心理构建过程。尽管我并不认同剧中以贞节为心理处境的审考环节，毕竟汉代

历来以孝治天下，贞节观念并不强，但它把蔡文姬重新放到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去梳

剥命运给她烙下的伤痕及她可能失去的东西，依然给人心中一悚的震撼。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一定是让演员十分钟爱的，但挑战也不言而喻。因为蔡文姬

身上内慧于中的史家风骨、文人气质和她所遭遇的曲折命运、所流徙的苍凉环境，本

身就是一种多层叠加、复杂交织的状态。饰演蔡文姬的苏凤丽是梅花奖得主，其肖派

唱腔如转折回廊、遮云望月，在看到她表演的那一刻，一种熨帖感便如吹炭生火般蔓

延开来。她一出场，那段“罡风烈赤焰卷火海一片”的唱腔，对于素来豪阔高亢的秦腔

来讲，其实是较易“高调”的。她似乎意识到蔡文姬应该不太一样，在自怜身世的内核

里应该蕴藏着某种信念或更加深沉的东西。情感的欲扬先抑，嗓音的欲放还收，乃至

于形体动作的小意收掖，都表明她努力想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感性和理性立体地

塑造出来。蔡文姬被掳去汉、去胡归汉的几场戏中，苏凤丽的嗓音愈唱愈亮，给出一

种烟云渐远、情感渐占上风的调性。这是天赋使然，却恰到好处，就像人物渐渐放下

一些负累，让蔡文姬作为妻子、母亲的情感身份彰显了出来。

被掳去汉失去一个家，去胡归汉再失去一个家，那么归汉之后呢？编剧大胆设想

了蔡文姬可能才华散逸再难堪续修《汉记》重任，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也合乎情理。毕

竟她也是普通人，命运坎坷，颠沛流离，无书可读，凭记忆怎能复现已焚毁的《汉记》原

貌？或许曹操考检她的情节略显粗糙，蔡文姬重返故园后跟婢女月儿之间的互诉衷

肠也可前置和丰富，但总体思路是对的。于是，这部戏的高潮就在常规的“去”和“归”

之后延伸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知识分子自觉赓续文脉的历史构建之外，还原其作

为个体存在的命运感，而这恰恰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特别重要的人文情怀，是文艺作品

以人为核心的价值所在。离汉难，归汉更难，可当考检才华遇窘再遭流言蜚语，又听

闻左贤王死了，蔡文姬心中的一个个家都塌了，她还有什么呢？她什么都失去了，而

唯一支撑她的是父亲蔡邕可能留下的《汉记》残简。

在这个意义上，蔡文姬回到故园就像是向死求生：“难觅残简晨入梦，梦中琅琅读

书声，惊起披衣寻梦影，不觉移步到园中……”这是一大段带高腔伴唱的情节，伴唱所

述之景与蔡文姬所忆之事，跟蔡文姬踽踽独行的身影让人无限垂怜。我特别看重这

一段戏，文质彬彬又苍凉不尽，是此题材叙事中难得一见的。如果说着眼于去汉归汉

的大多数蔡文姬形象仍停留在她作为女性的民间想象的一面，那么这部戏就在她作

为知识分子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回答。苏凤丽的肖派唱腔在这里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她将嗓音从内敛到打开、情感从细描到释放的过程规行矩步地表

现了出来，显得雅正又有张力，摇曳又不失之轻柔。每一个剧种都会有各自的风格特

色，有的粗犷，有的优美，但并不代表演绎具体人物时也要完全依此腔格声色。一个

优秀的艺术家，往往能够依据人物去博采众长、别开新枝。苏凤丽饰演的蔡文姬，多

少能听出看出一些对京昆及其他地方剧种的借鉴，而她控制声腔的分寸、节奏和呼

吸，也自内而外体现出为人设色、以情带腔的鲜明特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秦腔《蔡文姬》的导演和舞美也可圈可点，比如较好地戏曲化、意象化，舞台简洁，

调度流畅，部分场景如云烟布置的意境营造等，都很出色。当然作为一部刚刚立在舞

台上的作品，这部戏难免还有一些有待打磨提升的地方，主要是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情

感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部分在前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总体上看，这是一部有着

较高立意并有自己独特创新挖掘的戏，也是一部以人物致胜而成全演员的戏，是近些

年甘肃舞台艺术创作中令人欣喜的成果，经打磨提升而在全国创作版图中留下显目

的足迹，也是可期可待。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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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伟大诗人，是千古颂

扬的传统文人，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化身，也是悲情

萦绕的一尊大神。前有郭沫若1942年的话剧《屈

原》，近年有京剧、湘剧、越剧、豫剧、大型情景剧《屈

原》等，黄维若先生再写《屈原》，除了立意新颖、构

思新奇，重要的是在历史命运、国家命运、文化命

运、个人命运的交汇之中，写出了这一个屈原心灵

世界的新意，表现出令人荡气回肠的诗意。

该剧构思宏伟、结构完整、叙事方式奇特，与其

说在讲一个关于屈原与楚国的故事，不如说是在不

断反思屈原与楚国的悲剧。全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

写起。楚亡之后，屈原悲愤交加，心结无解。他衣衫

褴褛，行吟泽畔，仍吟诵香草奇葩，心系楚国，志向

高洁。他的灵魂与楚怀王、张仪、渔夫等人的灵魂对

话，很有戏剧的仪式感和表现力。在对话与怀想之

中，楚国的历史疮疤被一一打开，引起人们的审视

与省察。屈原与楚怀王、宠姬郑袖、宫中小人靳尚、

秦国使臣张仪的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正是楚国日

渐衰微、江河日下的命运缩影，屈原以社稷为重，直

言犯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步步走向悲剧结

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显示出屈原刚正的性格、

伟岸的人格、卓越的胆识、超凡的魄力。此剧叙事完

整，矛盾冲突激烈，而灵魂对话的不时切入，则不仅

起到了间离效果，也引发了一唱三叹式的感叹。

戏剧的开端，楚王离宫，歌舞升平，屈原向楚王

陈述家国大事、改良之举，然而对楚王而言，屈原的

一番诚恳直言，难抵轻歌曼舞的销魂魅惑。这一段

戏很有意思，是诗歌与人性的悖论，也是政治与审

美的背离。诗是追求美的，却诱发了灵魂丑陋的人

的欲念。楚王不是不喜欢屈原的诗，当他听到《山

鬼》的吟唱，禁不住兴奋大叫，让屈原赶快去蛮夷之

地，把山鬼一样的小姑娘给他带来。屈原说，“那是

诗里边写的，哪有这样的人？”楚王说，“怎么没有？

你自己说的，凡诗歌所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世所感，

没有那样的人，你能写出来？”一首《山鬼》，屈原讴

歌着精神上的超绝之美，而楚王想到的却是满足肉

欲的床笫之欢；屈原托物言志、书写胸臆，却成为楚

王让他必须进献美人的托词。两个人在精神、品行、

趣味上的差异已是云壤之别。

接下来，巴蜀刀兵相见，屈原力主出兵平乱，如

果秦国出兵，势必威胁楚国安全。然而包藏祸心的

秦国，委派诡计多端的张仪来楚，他以两车宝物贿

赂后宫郑袖、公子子兰、大臣靳尚等人，这些人仅在

意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楚国偏殿，郑袖阴阳怪

气，问罪屈原；郢都大殿，主张抗秦的屈原、与秦媾

和的靳尚、秦国使者张仪、楚国贵族四派势力剑拔

弩张，好一番唇枪舌战，然而亲秦势力早已串通一

气，屈原一虎难抵群狼，明显处于劣势。即便如此，

屈原仍力陈秦国乃虎狼之邦，与之结盟必遭祸殃。

然而拿了秦国贿赂的靳尚一伙反而倒打一耙，污蔑

主张联齐的屈原收受齐国的贿赂，甚至干脆说屈原

就是疯子。张仪巧舌如簧，说如果楚与齐绝交，秦国

愿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献与楚国，屈原识破诡计，力

反张仪，但无能为力。虽有秦国叛将陈轸支持，但楚

王昏庸，联秦已成定局。楚王章华田猎，屈原冒死进

谏。两人话不投机，都来了脾气，楚王欲杀屈原，屈

原不惧生死。楚王震怒不已，将屈原放逐于汉北。陈

轸给屈原送行，劝他不要辜负一身才华，不必为楚

国竭忠尽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另谋发展，可是屈

原的心中唯有楚国。“我生于楚长于楚，死也要死于

楚”。在楚国与齐国断交之后，秦国果然赖掉了商於

之地六百里，还大肆进攻楚国，并再次抛出诡计，让

楚王前去秦国会商两国之事。屈原再度进谏，反对

楚王出行，朝臣靳尚、公子子兰出于私利怂恿楚王

前去，楚王果然中计被囚。

在屡屡受挫之后，拿国事当儿戏的楚王果然逞

了一时之勇去了秦国，可是对于岌岌可危的楚国却

弊大于利。他让屈原等人从齐国迎回太子继位，可

是此人把楚国搞得更加糟糕。郢都被秦军占领，千

万人死伤逃难，屈原悲愤难消，只能以《国殇》祭奠

为国捐躯的楚国儿郎。

这又是一个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故事，是一个值

得人们不断反省的故事。此剧表现了屈原的狷介、

刚正、倔强、纯良，他一心想着楚国，唯独没有私利；

他不会取悦于权力人士，不会看脸色说话，不会溜

须拍马；他是一位君子，为真理而战，为道义而生，

为理想而死，并且“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的屈原

是纯洁的，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是理想主义的。所谓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把自己

放置在众多世俗小人的对立面，这也注定了自己的

悲剧处境，这是屈原的性格悲剧。造成屈原悲剧的

众多小人之中，楚王起了关键作用，他骄奢淫逸、任

性好玩、胸无大局、不思进取、贪图小利、昏昧误事。

一国之君却无韬略，完全是行尸走肉混日子。屈原

在这样的国君手下思谋救国之道，岂不是对牛弹

琴、南辕北辙，这是境遇悲剧。君子与小人争锋，获

胜的往往是小人，因为君子有为人标准，有处事原

则，小人抛弃规矩，没有道德，不讲信义，善于逢迎，

八面玲珑，以压倒性优势对付君子，这是社会悲剧。

小人可鄙亦复可悲，他们在毁灭屈原的同时，也就

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正直，损毁了其中的道义，灭掉

了国家的生机，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是小人的私利总是能蒙蔽他

们自己的双眼，让他们抱着受贿的金子坠入灭国的

深渊，这是命运悲剧。因此屈原的悲剧不仅是性格

悲剧、境遇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此剧对

屈原悲剧的深刻意义进行了很好的开掘与表现，它

不是简单的歌颂屈原的精神，而是在屈原的灵魂深

处阐发令人深思的人性内涵。

话剧《屈原》之中充满了诗意。作者对楚辞深有

研究和领悟，并且巧妙地化用于戏剧情境之中。楚

国宫廷燕乐中吟唱的《山鬼》，屈原被劝说离开楚国

时托物言志的《橘颂》，流放途中借《湘夫人》表达的

幽怨之情，与楚怀王谈起《九歌》的改写，国破家亡

时以《国殇》凭吊战死的英灵，都是楚辞的韵调，是

屈赋的意象，是屈原的音容。剧中屈原说出的语言

都有韵律，皆是诗句。楚国败亡之后，他的大段独白

如江河奔涌，浪涛直下，犹如《雷电颂》般慷慨激昂，

气势如虹。

总而言之，这部由黄维若编剧、郭小男导演、黄

楷夫担任舞美设计、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

话剧《屈原》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自首演以来受到

了广泛好评。但是，屈原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

楚国的政治家。目前看来，剧中对其政治身份的表

现有压倒诗人身份之嫌，希望该剧在不断修订、加

工、完善的过程中，在加强戏剧性的同时，进一步增

强此剧的诗性内涵和形象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

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

4月7日，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新剧本》

杂志承办、北京戏剧家协会协办的北京文化艺

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2022老舍青年戏

剧文学创作人才培养计划”在京正式开启。该项

目立足北京、辐射津冀、面向全国，旨在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发现和扶持京津冀地

区戏剧创作人才，加强首都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为打造“演艺之都”，进一步擦亮“大戏看北京”

文化名片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党委副书记冯俐，北京演艺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王珏，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等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新剧本》

杂志主编林蔚然主持。随后，冯俐以《为什么创

作》为题讲授本次培养计划的第一课。

“2022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创作人才培养计

划”面向京津冀地区招生，共收到百余份有效申

请，经过严格评审，共招收20名学员。他们分别

来自国有院团、高校、研究机构和新文艺群体，

职业背景各不相同，包括职业编剧、高校教师、

导演、演员、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等。据介绍，该

项目采用“线下+线上”的模式。线下部分由戏剧大师

课、跨界对谈、一对一专家授课、剧院参观授课、戏剧观

摩与评论实践、48小时极限创作工作坊等组成；线上

部分将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全程直播授课过程，为戏剧

从业者和爱好者提供“戏剧好课”。

王珏表示，本次培养计划承继老舍青年戏剧文学

奖励扶持计划，创新戏剧创作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集

中授课、极限创作、青年沙龙、采风观摩为一体的培育

体系，以期对中国原创戏剧发展持续产生有力推动。在

冯俐看来，中国戏剧创作需要青年创作者的不懈努力，

只有大家持续向上，才能汇聚中国戏剧多元题材、构建

中国戏剧绚烂生态、铸就中国戏剧美好蓝图。学员代表

曹民谈到，此次重新回到课堂进行学习，既是对创作思

维的“回炉再造”，也是编剧路途上的“重新出发”，希望

自己能有所领悟、收获和创造。

《新剧本》杂志曾承办过一系列扶持青年戏剧创作

者的项目和计划。“2022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创作人才培

养计划”是该杂志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北京文化艺

术基金支持下推出的又一创新性的平台型项目，将力求

促进原创剧本创作，培育青年创作人才，为北京乃至全

国的戏剧创作搭建人才平台、输送优质产品。（王 觅）

4月20日晚，新清华学堂剧场内，由浙

江演艺集团浙江话剧团与浙江绍兴市柯桥

区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表现中国近代教

育家、思想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国立清

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生平的话剧《春光

明媚的日子》首演。该剧以寻找“不可磨灭

的记忆”这一意向化的主题线索，呈现了罗

家伦一生的理想、工作、生活与爱情，并以

主人公的视角表现风云际会的中国近代

史，向当代青年人传达出“最纯洁的信仰是

对于高尚理想的信仰”这一思想主题。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

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在中

国近代的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罗

家伦与傅斯年等人发起并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

学生社团新潮社，并编纂了刊物《新潮》，以宣传新

文化，提倡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中，罗家伦起草了集

会游行中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通告》，提

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影响深远。在担任清

华大学校长时期，他追求教育独立与学术自主，对

清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辖废董”、清理基

金、改良学科、延聘名师、兴建馆舍、招收女生，为

20世纪30年代清华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作为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

罗家伦一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青年人才的培

养以及青年人生观的确立树立了榜样。由杨硕编

剧、钟浩导演的《春光明媚的日子》，通过晚年患

有严重健忘症、记忆每况愈下的罗家伦的视角展

开。剧中，他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评判

者，借由这一多维度的人物设置，也使该剧以具备

现代审美意识的观照表现了创作者对于人物与历

史的理解。 （晓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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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春光明媚的日子》在清华大学首演

新作点评

由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办的“讴歌新时

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成果网络展演活动日前上线，活动将贯穿全年。

此次活动精选了150部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优秀大型舞台剧和300个青

年艺术家创作的400件（组）美术作品，按照主题、

题材、艺术门类等将开展4次剧目主题演播和4次

美术作品专题展览。参与本次网络展演活动的作品

重视历史、聚焦现实，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重点选取反映人

民的喜怒哀乐和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讴歌奋斗人

生、刻画最美人物、描绘祖国秀美山河，具有显著时

代意义和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作品。

其中，为期1个月的“讴歌新时代·艺迎两会”

主题演播活动中，已通过网络平台展播了民族歌剧

《马向阳下乡记》、儿童剧《想飞的孩子》、豫剧《重渡

沟》、话剧《塞罕长歌》、淮剧《小城》、芭蕾舞剧《铁

人》、话剧《红旗渠》、商洛花鼓戏《带灯》、交响乐《梵

天净土》、话剧《桂梅老师》等近年来新创作的优秀

现实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从社会治理、科技创新、乡

村振兴、教育就业等角度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

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艺术基金通过官

方网站播放演出视频，国家艺术基金微信公众号、

国家艺术基金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央视频和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也以图文、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帮助

观众更好地走近文艺精品。 （艺 闻）

“讴歌新时代”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成果网络展演举办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