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共河南省济源市委宣传部、济源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出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
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创制，以说唱、歌舞的形式表
现中国古老民间传说，呈现新时代王屋山下农民
脱贫致富感人故事，表现当代大学生在愚公精神
感召下开拓新生活、新境界的音乐剧《愚公移山》
日前在京首演。该剧由周映辰编剧、导演。作品以
多线并行的文本处理方式，写意山水画般的舞美
成像，力图将传统文化精髓纳入现代视野，与当
代年轻观众达成共情。

音乐剧《愚公移山》依托古老的传说寓言，立
足河南济源地方特色文化进行创作，弘扬了中国
古典文化所孕育的中华精神气节。全剧以三对互相呼应的人
物架构整体故事。其中，智叟不再作为愚公的反面，而是与之
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知己关系；主人公大学生王宁在对家乡文
化遗产的追寻中秉承父亲遗志；御风追溯古琴代表的华夏民
族音乐支脉，借此去理解列子这一写作愚公移山故事的先哲。
该剧舞美主体装置以钢材为主，在外在视觉上进行了具有现
代与雕塑感的呈现，又于内在含义上象征了愚公钢铁般的意
志，是不朽的愚公精神的外化。通过两层转台的旋转，完成了
剧中古代与现代相交错的时空转换的意涵。该剧多媒体设计
充分运用了抽象极简风格，同时利用包括AI技术、虚拟人物

抠像、高流明投影设备、透明屏、旋转舞台、地面成像等多种技
术，以多维视角打造了立体的舞台表演空间。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观后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该剧
打破了传统寓言的束缚，赋予如塑像般的愚公以现实人
格，具有自觉的创新品质和探索精神。剧中还多次援引列
子的文章成歌，在潜在的“论争”中对中国古典音乐之美、
艺术之美、境界之美进行了传扬。“当现实变为传奇，当传
奇成就寓言，寓言已是现实。”周映辰表示，希望以音乐剧的
形式推广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

（艺 闻）

创新表达《愚公移山》的当代精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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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
创作的全过程。早期是电影。我的小说《大
捷》《国殇》《军歌》都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
认知，和我自己的角色认定中，我就是个作
家。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崇高而神圣，
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队伍里
挤。实话说，那时做编剧也挣不到什么钱。我
和矫健等人为吴贻弓编剧了电影《阙里人家》，
每人拿了不到1000元编剧费。吴贻弓实在过
意不去，自掏腰包补贴了我800元或者1000
元，现在记不清了。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电影逐渐让位
给电视剧。我的第一部“中年变法”的长篇小说
《人间正道》引起了央视的关注，要改成电视
剧。当时的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
和文学部主任谢丽虹力劝我操刀编剧，说这种
题材一般人编不了。于是我“屈尊”做了一回编
剧，做得很不认真，和我后来的电视剧作品相
比，是比较草率的。剧本创作过程中，还发生过
一场“对号入座”风波：江苏几十名厅级干部联
名告状，有一封告状信从广电部转到中央电视
台，又转到胡恩手上，胡恩没有动摇，坚持按原
计划把《人间正道》开机拍了。

说到《人间正道》还要感谢中国作协的两位
老领导。一是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对号入
座”风波发生时，他正在医院住院，让秘书找来
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说：“如果上法
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还有90多岁的老主席
巴金。他看过电视剧后，让女儿李小林把小说
读给他听，指出：《收获》要发这样的作品。嗣后
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在
《收获》接连发表。我由此坚定两个信心：一是
对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信心，
二是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的信心。

《中国制造》小说稿到了《收获》后，上海市
委宣传部领导第一时间读到校样，立即买下了

电视剧改编权。时任文艺处处长的任仲伦和刚
分配到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吕超开始筹备项目，
并最终成功拍摄完成，在央视播出。我和他们
二位也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和合作，一直到
今天。这部剧也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
央视责任编辑未经我同意擅自更改了剧名，我
是在中宣部公布“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时才
知道的。这让我很不高兴，就直接找到中宣部
的领导同志。中宣部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当天
亲自处理，要求央视尊重作家和作品，拿出一个
妥善处理意见。央视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最终
结果令我满意。第二年我的《至高利益》还上了
央视黄金一套。这件事现在说起来真让我感慨
不已。

我深知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不好写，影视
化就更不容易了。《国家公诉》是应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范子文同志之约写的。小说在《收获》
一刊出，就有投资商找我买版权拍剧，但谈改
编方案时发生了分歧。投资方问我一个问题：

“都听你的，拍了播不出来亏了算谁的？”这下
把我问住了。这话很有道理，你想要多大的权
力，就得负多大的责任。我想来想去，决定下
海，由此开始了对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投
资、制作和出品工作。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江苏电视总台老台长章剑华同志。当时我并
不认识他。我找到他，商量以“购”代“投”时，
他竟然就相信了我这个跨行的生手，只派了制
片人和会计，就批了500万给我的剧组，投资

《国家公诉》和我刚开了个头的下一部长篇小
说《我主沉浮》。

《国家公诉》由最高检系统全程“护航”支
持，在济南顺利开机。时任最高检宣传部文化
处处长的范子文一直跟着剧组指导协调。其时
因为“非典”疫情，剧组和演员全被困在济南。
我身临其境，才知道了拍戏的艰辛。也正因为
和最高检、和范子文有了这次成功合作的经验，
才有了15年后我们《人民的名义》的再次成功
合作。

这个阶段，我从作家到编剧，到影视制作出
品，算是彻底放下身段进入了影视圈。在江苏、
浙江、上海三地电视播出平台的决定性支持下，
我的团队连做了三部自产自销的电视剧。这时
候任仲伦已出任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
集团有个电影频道，主管电影频道的恰是吕超；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程蔚东和我合作过《至
高利益》，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我们江苏
的章剑华台长，这就让我有了在长三角操练一

番的历史机遇。说到这里，我又有一个感慨，那
就是这些领导和朋友的清廉正派：在和三地影
视机构合作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人抽过我一
支烟，喝过我一口酒。找他们签合同，总是他们
请我吃饭。有一次在上海，签完合同，我习惯性
地问任仲伦：“任总，回头咱们到哪儿吃？”任仲
伦哭笑不得，难得发了一回飙，讥讽我是一个货
真价实的“铁公鸡”，一毛不拔，让一旁的吕超大
笑起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吕超用10年的时间成
功创办了一家优秀的影视文化企业——上海耀
客。上海耀客出品了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成了
国内重要的影视制作机构之一。耀客成功拍了
两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突围》和《大
博弈》。有了耀客这样的专业机构出品承制，我
下海“冒险”的时代结束了……

我的创作和影视作品转化的经验证明，文
学作品的成功转化是需要相关领导和文学影视
政策的支持和包容的。

怀念那些美好的人和事怀念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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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电视剧《《大博弈大博弈》》剧照剧照

“风云儿女”本是一部拍摄于1935年的老电影
的名字，影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来自东北的
年轻人辛白华、梁质夫，还有女孩阿凤各自的人生选
择。其中梁质夫北上抗日，战死在古北口；阿凤流落
歌舞班，四处宣传抗日；辛白华则因阿凤演出的《铁
蹄下的歌女》和梁质夫牺牲的感召，最终投笔从戎，
走上抗日前线。而近日在中戏东城校区实验剧场演
出的同名话剧，讲述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该剧由
1929年田汉率南国社在南京演出独幕剧《孙中山之
死》切入，至1935年创作拍摄电影《风云儿女》而结
束，重点突出了以田汉为代表的一批左翼文艺工作
者与国民党的抗争，以及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历程，中间穿插了田汉与安娥、林维中的爱情
故事，她们和田汉等人同为大时代下的风云儿女。
在某种意义上说，话剧《风云儿女》讲述的正是电影
《风云儿女》背后的“风云儿女”，话剧选择与电影同
名，既是为了彰显动荡年代进步青年的家国情怀，也
是借此向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们致敬。

话剧《风云儿女》由中央戏剧学院刘杏林教授担
任艺术总监，戏剧文学系彭涛教授编剧，客座教授、
国家一级导演傅勇凡导演，舞台美术系张庆山教授
担任舞台设计，舞台美术系胡耀辉教授担任灯光设
计，表演系王鑫教授领衔主演。该剧是国家艺术基
金2020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又是中央戏剧
学院实验剧团恢复建制后原创戏剧的发端之作，鉴
于中戏实验剧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鲁
艺，故此剧的排演对学院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剧本
所表现的内容来说，田汉的一生与中国现代戏剧的
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夏衍就认为，田汉是“中国的戏
剧魂”。田汉研究专家董健所作论述更为具体：田汉
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无可比拟、无可替代

的历史地位。“如果从一种‘综合文化效应’的角度来
看，从在整个中国戏剧现代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独特
作用来看，则只有田汉才不愧是一位绝伦而轶群的
剧坛领袖”。“所以学术界有一个共识：‘田汉就是一
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作为中国戏剧教育的最高学
府，中戏选择将这样一个题材搬上话剧舞台，不仅可
以赓续其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而且能够服务现实，
在思想教育和教学实践两方面都发挥良好的作用。
无怪中戏院长郝戎在建组会上表示：“《风云儿女》不
单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张体现中戏精神的学术
名片和创作名片。”

当然，要想打造好这张名片，除精心选材外，还
须在制作上独具匠心，体现出能够代表中戏的艺术
水准。换句话说，讲述什么固然重要，如何讲述亦不
可等闲视之。事实上，话剧《风云儿女》的表现形式
同样令人称道，而其中最大的亮点，或许当属对布莱
希特叙述体戏剧形式的借鉴。自上世纪70年代末
黄佐临率先在舞台上尝试叙述体戏剧以来，当代中
国话剧创作中的叙述体戏剧已不鲜见，但如何使其
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内容，真正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
彰，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课题。话剧《风云儿
女》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主创者们充分利用
了叙述体戏剧大容量、多角度的特性，通过选择某些
最具代表性的片段，从不同侧面展示了 1929 至
1935年间田汉的文艺生涯和人生抉择。剧中歌队
的运用颇具成效，他们或叙述剧情，或衔接场次，或
评议角色，从而制造间离效果，拓展舞台时空。尤为
难得的是，舞台上角色身份的转换、歌队的介入、场
景的过渡都十分流畅自如，整场演出张弛有致，达到
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此外，演员的精湛表演
亦功不可没，如王鑫饰演的田汉、海燕饰演的安娥、

楼恒志饰演的聂耳等，既化身于角色，又与
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谓融体验与表现
于一体。正是他们的演绎使得这些人物鲜
活地矗立在舞台之上，给观众留下经久难
忘的印象。

编剧彭涛在其创作谈中表示：“话剧
《风云儿女》并不试图写成田汉先生的一部
传记剧，而是想要勾画一幅知识分子的群
像。”这可能是编剧的初衷。从实际的演
出来看，话剧《风云儿女》更像是田汉的传
记。而导致错位的原因，或许是其余几个
角色如聂耳、夏衍戏份不足。实际上围绕
电影《风云儿女》的编剧、拍摄，应该还有
文章可做。如，田汉完成的只是剧本提
纲，后期的写作主要是夏衍；再如，田汉怎
样在监狱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聂耳
如何在上海谱曲、修改等，似乎也可以在
舞台上直接呈现。如果能在一些细节上
进一步打磨，不断完善，相信假以时日，话
剧《风云儿女》定能从校园走向社会，真正
以原创剧的面目成为一张体现中戏精神的
名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
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

新作点评

讲
述
《
风
云
儿
女
》
背
后
的
风
云
儿
女

□
邹

红

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鸣奏新时代的“黄钟大吕”
赓续中华历史文脉、谱写当代音乐华章，6月21日、22

日，文化和旅游部重点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
央民族乐团2023年大型新创民族音乐会《颂·黄钟大吕》在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音乐会以中国古乐“十二律吕”为灵
感符号和创意缘起，以独奏、重奏、协奏、声乐、吟诵、舞蹈等
多元化呈现形式诠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现民族器乐的变
迁史与民族音乐的发展史。演出以古之律吕合今之音声，让
国乐经典在新时代语境中得以重现与升华。

十二律吕是最早出现的用文字对音高进行记录的中国乐
律体系。它的出现不只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创举，更与中国的天
文、历法和哲学相链接，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该音乐会
以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
无射、应钟十二律吕对应十二首经典与新创曲目，以钟、磬、
埙、鼓、琴、箫、笙、敔和柷（分别对应“金、石、土、革、丝、竹、匏、
木”八音）八音合奏的乐曲《颂》开篇，以《诗》《知音》《春江花月
夜》《离骚》《梅》《金戈铁马》《良宵》《和鸣》《丝绸之路》《美美与
共》等作品进行精彩演绎，最后以声乐与乐队合作的《黄钟大
吕》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金声玉振、八音和鸣，音乐会试图以

当代音乐理念解构、重建经典作品，用全新舞美技术建构东方
音乐聆赏空间，引领观众走近古老的乐律体系，唤醒大家对以
民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层的认知，赢得了现场观众
阵阵热烈掌声。

此次音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任艺术总监，中国
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任总导演，中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亲笔题字，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演员高旻、吴澳与中央歌
剧院女高音歌唱家阮余群、男高音歌唱家李爽倾情献演，实
现了五个艺术“国家队”的倾力联动。演出由中央民族乐团首
席指挥刘沙执棒，金玥任乐队首席，中央民族乐团首席琵琶
演奏家赵聪和副团长、荣誉首席唐峰担纲主奏，知名主持人
陈铎任导聆。知名作曲家郝维亚、王云飞、姜莹、关峡、王丹红
和撰稿人朱海，优秀青年作曲家牛湘茗、李尚谦、李陆源、赵
泽明、陈思昂、李博禅等参与创作。演奏家冯满天、张全胜、杨
致俭、张璐、龚爽、路宁、缪青，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组合“俪
人行”“青衫渡”，中央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队与合唱队以及
中央民族乐团附属少年团参加演出，共同鸣奏新时代的“黄
钟大吕”。 （路斐斐）

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生作品展举行
6月 12日至18日，“观往·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3届美术、设计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在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

一曲《且行且珍惜》拉开了毕业展的序幕，大家在歌声与
影像中一同回顾了2023届同学求学的点点滴滴。本次展览展
出了2023届美术与书法系、美术学系、设计学系共122名创作
研究型博士研究生、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创作，覆盖中国画、

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文保、陶艺、数字媒体等专业。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表示，2023届同学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付出的汗水与努力已经结出丰硕果实，这也将
成为精彩未来的序章。希望毕业生能永远葆有天高地阔、
欲往观之的激情与热忱，在今后追寻梦想的路上保持初
心、脚踏实地，坚定担当使命，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晓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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