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路斐斐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艺 术 3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作点评

伟大而可亲乐的苏东坡
——话剧《苏堤春晓》观后

□王一川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一稻
济天下，千秋耀世间”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
说的一句话，此话不仅是他的座右铭、力量源泉，
也是其内在信念系统的根与魂。人与种子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同构关系？由江西省委宣传
部指导，慈文传媒、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联合出品的四集广播连续剧《禾下乘凉梦》以精
巧的构思、细腻的情感、生动的叙事、如歌的乡音
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诠释。

从结构设置来看，剧集编排与水稻生长阶段
几乎同步。该剧由序曲以及发现、磨难、突破、圆
梦四大板块构成，而水稻从发芽开始，需经历出
苗、拔节、抽穗、结实等阶段。将两者对应起来，
它们在结构上深刻的隐喻与寓言关系就显而易
见了。发芽对应着序曲中梦想的孕育，预示着生
命之火的点燃。出苗，彰显生命的奇迹，展现出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好呼应第一集“发现”的
主题。拔节阶段，植株迅猛生长，恰似主人公在
经历磨难后，不断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更大的挑
战。这一阶段刚好与主人公遭受各种磨难相对
照，突出了袁隆平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个性特
征。随着抽穗期的到来，水稻开始孕育着丰收的
希望，刚好与剧中袁隆平杂交水稻取得的重大

“突破”相应和。最终，水稻进入结实期，金黄色
的稻穗在阳光下摇曳生姿，象征着丰收的到来。
这与“圆梦”不谋而合。可以说，广播剧的节奏完
全与种子成长的过程相一致，不仅使讲述极富韵
味，还使故事具有了极强的象征意味。

“禾”之所以能发芽结实，全凭其内在之生
气。该剧之所以吸引人、打动人，同样在于其内
在的盎然生气。气足则气脉畅通、气韵生动、气
象万千。那么，充盈于该剧的磅礴之气到底是什
么呢？那便是袁隆平那深入骨髓的求真精神、勇
往直前的进取意志、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以及
深沉博大的济世情怀。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于袁老身上相融合，使得线性的叙事具有了内

在的逻辑支撑，也使得人物和故事变得厚重而深
邃。因而，剧集设置与种子生长节奏在一种明与
暗的相互映照中，生发出一个更富诗意的深层结
构：引梦、入梦、探梦、逐梦与圆梦。

就情感逻辑而言，人与种子的同构关系同样
不言而喻。种子的形象引发了人们关于希望、富
足、收获的情感共鸣，而袁隆平的形象引发了我
们关于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的情感认同。随
着叙事的展开，袁隆平与种子之间的主客二元关
系，被置换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镜像的同
一关系，并最终结成一条无形的情感纽带。借助
这一纽带，听众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个情感共同
体。而这一共同体之所以愿意谛听，是因为经由
该剧，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可爱的人心
中奔涌着与众不同的情感逻辑：很多人惧怕失
败，而在袁隆平的情感世界里却没有对失败的恐
惧，只有一次次地再出发和再攀爬。

从字义上看，“禾”字本就承载了中国人的精
神特质和情感认同。《说文解字》曰：“禾，嘉谷也，
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和”。禾
乃天地万物和谐的产物，有团结、和谐、收获之寓
意。因而禾本身就代表着和，是“和”的化身。中
国人历来主张“和为贵”，“和”体现着中国人的文
化认同和情感需要。袁老的第二个梦，恰好是以
禾为桥梁，构筑“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个梦
本身就交织着深邃而丰沛的情感。第三集中，袁
隆平向世界人民深情说道：“杂交水稻虽然诞生
在中国，但属于全人类。我想让天下人都吃饱
饭，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造福全世界是我
的最大愿望。”这一富含中国情感的承诺将中国
人的文化价值观表露无遗。可以说，全剧几乎无
一“爱”字，却处处含情，这种含蓄而深沉的表达，
显然更能触动人心，让人回味。亦如那无言的种
子，始终把爱埋在土里，交出的却是颗颗“粮”心。

从意蕴开掘上来讲，该剧所揭示的袁隆平精
神，可以被朴素又极具象征意味地表述为“种子
精神”。全剧以袁隆平为实现其人生两大梦想

“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而大胆
开拓、奋斗一生的传奇事迹为核心，深切地描绘
了他坚韧不拔、矢志不渝、无私奉献的精神风
貌。这种奋斗和奉献与“种子”在内涵上具有鲜
明的同构性：

其一为扎根大地、心系天下的博大心胸与济
世情怀。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
界，这是种子的心胸。该剧开篇就借袁母之口指
出：“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出，吸收阳光雨
露，抵御风雪冰霜，才能成为有用之才。”追随剧
情，听众无不为这颗高贵的“种子”动容。无数次
挫折、摔打与磨炼，袁隆平始终不改初心，其内心
如种子般坚定、丰饶。为了梦想早日实现，他可
以忍痛放下妻儿，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可以不顾

自身安危。当研究有了进展，他慷慨地将其与同
行分享；在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后，他更是大度地
将福音散播到全世界。

其二为不妥协、不放弃的进取之心与开拓精
神。种子，无论环境如何恶劣，都会坚守自己的
生命本能。同样，面对困境与挫折，袁隆平且败
且战，从不放弃。“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了一个
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在杂交水稻取得成
功后，年近70岁的袁隆平毅然选择挑战世界难
题——研发超级稻。由此，我们不仅感受到袁老
的人格魅力，也感受到生命的光彩与无限可能。
不妥协，是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执着；不放
弃，是对未来的希望，对苍生的慈悲。

其三为追逐太阳、乐观昂扬的人格境界与
道德风范。种子破土而出，坚定地面向太阳，始
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袁隆平的一生，就是
追逐梦想的一生。全剧从不刻意煽情，听众却
总是被人物那豁达又坦诚的乡音所击中。缘
何？显然该剧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贵的逻辑：
的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得失，
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那是“铁肩担道义”的
豪情，是“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是“只留清气满
乾坤”的大仁大义。稻花吹早香，风露千万亩。
这颗散发着浓郁稻香的“种子”，也正因其惠及
八方而不朽。

总之，该剧既完美地诠释了袁隆平那高贵而
闪光的灵魂，同时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华民族“和
天下”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在此意义上，该剧
仿佛一部壮丽的史诗，既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激
情，也潜藏着深沉的哲理。那些曾经让主人公遭
受痛苦的挫折与困难，只是他前行路上的风景，
塑造了他无与伦比的毅力和韧性。他的每一次
坚持、每一次成功，都在向我们宣告：高贵的灵
魂，不会在挫折中沉沦，只会在磨砺中更加夺目。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江西省评协
特约评论家、中国评协会员）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杭州演艺集团共
同出品，中国国家话剧院与杭州话剧艺术中
心共同演出，并由田沁鑫、张昆鹏任编剧，田
沁鑫、高蕾蕾执导，辛柏青等主演的原创话
剧《苏堤春晓》，向我们以往的苏轼或苏东坡
形象感知提出了一次新挑战。该剧虽然聚
焦于苏轼两度任职杭州时所做的疏浚西湖、
营造苏堤、兴办公共医院“安乐坊”等惠民之
事，但它们实际上不过构成一种串联线索，
而在其中真正凸显的还是苏轼作为宋代大
文豪一生的整体形象。重要的是，该剧通过
自由灵活、随处移步换景的舞台美术设计，
透过写意美学为主和明显融入当代意识的
新型造型体系，活画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新奇
的苏轼或苏东坡形象。这是怎样的一种人
物形象呢？

我们知道，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
方面有着“流芳百世”的文化巨人、文化高
峰、大文豪等超级美誉，可以同屈原、司马
迁、陶潜、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曹雪
芹等相媲美而又各显其不可重复之美；但与
此同时，说到其文化历史价值的具体评价，
他历来就是一位被后世反复打量和聚讼纷
纭的多面型人物。过去较多呈现的苏轼形
象，大致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代表北宋
文化精神的正剧型官员和文人（或称文人士
大夫）形象；另一副面孔则是悲剧型官员和
文人形象，如屡遭小人陷害、被贬黜和遭到
流放，“一肚子不合时宜”等。除了这通常的
两副面孔外，如果还有第三副面孔的话，那
么就是苏轼的正剧型官员和文人身份与其
悲剧型官员和文人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关
系，相当于是上述两副面孔之间的冲突与和
解形象。不过，这次《苏堤春晓》的出现，很
可能意味着跨越上述三副面孔常态而开创
出新的第四副面孔，即苏轼的喜正剧面孔。

这种判断如果有其合理性，那么无疑会有着
新的美学突破的意义。

这里的喜正剧面孔或形象，是说苏轼形
象的喜剧型外观中其实有着深度的正剧型
品质内核，由此形成喜剧型外观与正剧型内
核之间的杂糅形态。确实，全剧从头到尾都
有着苏轼的喜剧型面孔的自觉营造。一是
设置众声喧哗的歌队，展现群体对话的谐谑
场景。开幕时这支歌队的设立及其中众大
臣在宋神宗面前借苏轼策论语言而搬弄是
非的伎俩，在谐谑化风格中揭开苏轼同皇帝
和佞臣间冲突的序幕，也预设了全剧的喜剧
化风格。后来的歌队重复出现，则同样起到
将丰富而复杂的情节喜剧化的效果。二是
化庄为谐，把庄重或严肃的人和事加以谐谑
化，如介绍宋代“唐宋八大家”中人物及司马
光时，尽力让对白和场景喜剧化，变严肃为
活泼，让观众感到轻松有趣。三是安排死者
同生者展开奇特的跨时空同台对话，如死去
的苏妻王弗可以重新“活”起来同生者王闰
之对话，增加了喜剧感。四是在古语中插入
当代流行语如“直播”“插播广告”“公务员”

“不懂事”等，拉近苏轼同当代观众的距离并
将严肃的情节变得活泼。还让宋神宗这样
对苏轼说：“朕宽容地允许你说，朕不懂事！
这就是我的大宋，这就是崇文重道，不违祖
制，孝悌立德，无限开明的大宋。朕，容你一
个不懂事的人。”这些古今杂糅的对白，听来
有趣，也不无反讽意味。五是部分引入苏轼
家乡四川方言，如王闰之同已逝堂姐王弗对
话时使用了四川方言，诸如“他啥子话都敢
讲”“这个瓜老汉就是不让人省心”等，在同
普通话整体的对比中生出喜剧化意味，也借
此机会向观众坦陈她们对苏轼的共同不变
的深爱。六是写意地在舞台上虚拟一艘小
船，让苏轼同皇帝、大臣、家人、友人等先后

同船共渡，既强化古典戏曲式写意美学效
果，又增添了喜剧感。

不过，处在这种喜剧型外观深层的，则
是苏轼形象的正剧型内核的呈现。从舞台
表现看，充满喜剧感的苏轼形象中蕴含着他
多方面出类拔萃的正面品质：首先是有卓越
的文艺天才品质，如让众多人物反复吟诵或
展示他的散文、策论、诗歌、词作、书法等作
品片段，标志着苏轼已具有北宋文坛当之无
愧的主将地位和被后世崇尚的超凡魅力；其
次是有倾心爱民的官员品质，讲述他主政一
方总是造福百姓，深受当地人爱戴；再次是
有当朝正直文人品质，敢于在朝堂对王安石
变法等重大朝政议题发出严正质疑，让宋神
宗、曹太后、高太后等朝廷权贵不得不刮目
相看；最后是有同亲友相处时的爱子、贤夫、
慈父和挚友等优秀品质，如他同欧阳修、王
安石、司马光、马梦得、道潜、佛印等师友、同
僚的诚挚友情。

该剧就这样独出心裁地运用喜剧化手
段而将苏轼的正剧型品质予以喜剧式变
形，打造出喜剧型正剧人物形象，即喜正剧
形象，从而令苏轼变得观众乐于观赏，就像
跟自己喜欢的父老乡亲相处一样。这种喜
正剧型形象，有着外喜内正、以喜出正和喜
正交融的美学特点，让正剧型人物品质转
而以喜剧方式变得为观众所亲近和喜欢。
这样的新型苏轼形象的出现，可以说体现
出当前新时代中国艺术家和观众的日渐增
强的文化自信：古代历史上公认的高大上
的正剧型文化巨人苏轼，为什么不可以化
身为当代观众感觉可亲可爱可乐的贴心人
呢？这一点，从剧场上时常爆发出来的会
心微笑和共鸣，以及观众们对于近3小时漫
长剧情而不觉得冗长和拖沓的切身体会，
都可以集中感受到。

进一步看，这里把苏轼塑造成为一种喜
剧化仁义君子形象，也是同当前新时代中国
文化艺术新潮流所向紧密相连的。让苏轼
以当代观众喜闻乐见的轻松、诙谐方式来呈
现，几乎就像《唐宫夜宴》将隋唐时代乐佣和
舞俑中的舞女形象加以喜剧化和通俗化处
理一样。不过，与《唐宫夜宴》中邻家女孩般
的活泼舞女形象只是回归于其原有的平常
而可亲乐面孔不同，《苏堤春晓》中的苏轼却
意味着将这位北宋士大夫和大文豪的正剧
型形象大胆变形地形塑为当代观众感觉伟
大而可亲乐面孔。

创造这种喜正剧形象，其实可以视为田
沁鑫导演本人多年的自觉的戏剧美学追求
的一个新近收获。从《北京法源寺》（2015）中
刻画的戊戌变法时代众多人物以及其他相
关创作中，已经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某些
戏拟、戏谑特点及其旁观审视效果了。到了
《苏堤春晓》，如上美学探索过程中逐渐积累
起来的喜剧型元素，终于在此汇聚成为定型
的喜正剧风格。这种喜正剧风格的定型，应
当可以视为新时代舞台艺术形象塑造中，中
国古典文化巨人构型上的一次新的美学突
破，有效地给观众带来一种新颖的伟大而可
亲乐的苏东坡形象。这种伟大而可亲乐的苏
轼美质，恰是历史的苏轼本身所有机地蕴含
着的，只不过在当下被真正的会心者发掘出
来而已。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这种喜正剧
形象不可能构成苏轼形象的唯一正宗面孔，
而是应当看到，这种形象塑造还应当继续呈
现出开放和多元的无止境探索态势。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
授，中国评协副主席，本文为中国文联理论
研究部级重大课题“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新
时代文艺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ZGWL-
BJKT202301］中期成果）

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种子”的抱负、情怀与担当
□苏 勇

近年来，剧目单、节目册上，除了
一众主创和演职人员名单外，文艺院
团长作为“出品人”的署名也赫然在
目。这不单是版权、身份的确认，更昭
示着一份举足轻重的责任与担当。

什么是“出品人”？仅仅是一部作
品的产出者、投资者的法定代表人
吗？时间会证明，无论舞台演剧形态
如何发展、观演方式如何重构、传播载
体如何迭代，都万变不离其宗，以作品
安身仍是所有文艺院团的立命之道。
世所周知，梅兰芳之于国家京剧院、曹
禺之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夏衍之于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今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于莫斯科
艺术剧院，等等，他们之于剧院是创建
人，也是掌舵人。经由他们筚路蓝缕、
深耕致远，并集结、承续数代艺术家的
不懈贯注，方才涌现出一批大师巨匠
和传世经典，铸就了鲜明精深的演剧
学派和表演流派，以生生不息之力泽
被后世、启迪未来。是以，一代代卓越
的院团长，建树的是一所院团的风范、
一个剧种的尊严、一脉文化的光大。

今天，我国的文化日益繁荣，然而
作品量质落差的现状也不容忽视。作
为出品人的文艺院团长，应该“出”的
是什么“品”呢？既是作品，更应是品
质、品格、品牌；前者是“产品”，后者是

“品位”。本质上，这与产品研发、投资
并无二致。但是，那种“银样镴枪头”
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谓“品相”
之作，造成的是资金浪费和审美欺
骗。文艺院团特属的精神位格和公益
追求，决定了作品出“品”的高下之分。唯有出“品”，才会
出人出戏。时间同样会证明，一切庸品、赝品、劣品，都从
未走进过人类生命记忆的年轮。

作品何以有“品”？品位的塑造，即是辨别、判断和选
择。作为出品人的文艺院团长当重视三个选择。

首在选题。题材不是一切，立意才是关键，审美品格
的取向直接影响着文化食粮的丰稔和馥郁。虽然具体创
作交由主创人员，但是出品人需要把握战略方向。比如，
要出一部工业题材作品，是做成“工作报告剧”“业绩宣讲
剧”？还是聚焦“人”在时代激流中的心灵跌宕和意志搏
斗？甚至是众声喧哗背后的孤独思索？

重在选人。主要是选对、选准主创人员。“食材”要
好，更需“厨师”好。选主创不能“唯咖位论”，无论创作
者、评论者，大咖名家胜在佳作有成、经验丰富，但谁都不
可能“一应万灵”，而是各有长项与短板。尤其是，面对有
些外请主创的“强势”，文艺院团长不能唯唯诺诺，出品人
绝不能变成纯粹的“埋单人”。当然，院团长与外请主创
的合作要友好平等，也需广开言路；但另一方面，抛开急
功近利的盲目心态不论，二者的沟通若得有效，则院团长
无论是否专业出身，都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素养、敏锐的
艺术判断、理性的前瞻思维和果敢的决策能力。任何软
肋都可能导致硬伤。出品人不是沙漠，而是厚壤，他明白
一片土地上可以种什么花、植什么树，知道水从哪里来、
流向哪里去。

归根结底，是“自选”。作为院团长、出品人，既然选
择了担任这个角色，选择的就不是一出戏的产出，而是对
一所院团、一个剧种的守护，其选择更关乎整个文化生态
的健康。时间也终会证明，唯其勇敢、大气、审慎和进取，
才能令人尊敬。——这便是艺术良知。

（作者系导演、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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