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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80岁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参加戏剧界的活动。但

是，北京人艺的孟姗姗请我参加夏淳老百年纪念，我是万难推

却的。我和夏老虽然交往不多，但却有着难忘的记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话剧《天下第一楼》的座谈会上。

那天的讨论相当激烈。我刚担任话剧所所长，对这出戏很有

好感，也有发言的准备。但是第一次见到戏剧界争辩的场面，

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旁观者。至今，我几乎对每个人的发言、

以及他们发言时的神态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导演夏淳和编剧何冀平。夏老那种气定神闲的态度，还总是

带着和善可亲的笑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也很奇怪，他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学和研究的机关的“知

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记得我们学会的一次会议，

他听到后执意参加，我们十分欢迎。有一天晚间，他竟然约

我，还有两三位大学朋友到他的房间喝酒，还特意准备了酒

菜。他是一个十分让人亲和的人，毫无大导演的架子。就在

这次聚会中，他说：“本相，你的曹禺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你的

《曹禺剧作论》我拜读过了，我很赞成你的一些看法。”我说：

“您过奖了，您导演的《雷雨》（1979版），对我研究《雷雨》启发

很大。”说到高兴时，我就提到《天下第一楼》座谈会，我说：“您

那种面对激烈的反对意见，竟然那么泰然自若，您难道不生

气？”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再好的戏，也会有不同的

看法，鲁迅伟大，你看多少人对他批评，甚至谩骂。”这让我看

到，他是一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如

果我们留心，他在北京人艺的地位很高，可以说仅次于焦菊隐

先生；他导的戏很多，但是，你却感到他是默默地，甚至毫无声

息地为北京人艺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是北京人艺的功臣，北

京人艺风格、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缔造者之一。

我着重从夏老执导的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谈谈他

的导演风格和成就。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夏老准备执导《北京人》时，他邀请我

为剧组讲讲《北京人》。我很犹豫，他说，“你就照《曹禺剧作

论》讲，我赞成你的一些看法。你将《北京人》理解为喜剧，分

析得有道理。它很像契诃夫式的抒情喜剧。剧组绝大多数都

是年轻人，多给他们讲讲背景。”显然，夏老是在提携我这个年

轻人，给我一个走进北京人艺的学习机会。

剧组除张瞳（饰曾浩）是老演员，扮演陈奶妈的郑幼敏是

中年演员外，其余都是年轻演员，我记得曾文清由冯远征扮

演，思懿由王姬扮演，愫方由罗历歌扮演，曾霆由张永强扮演。

我很佩服夏老，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剧组，这样一出难于

呈现的戏，不但演出成功，而且演出了抒情喜剧的独具特色。

演出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可悲的却是可笑

的——〈北京人〉观后》，我认为，夏老导演此剧，“对剧本的理

解和处理上自有独到之处的，他把戏的重音放在新生力量的

成长是历史的必然上，放在年轻人的痛苦和觉醒上。这既尊

重原作，又努力向今天的观众靠拢。”尤其是在对这出戏的喜

剧性把握上，更看出夏老深厚的导演功力。在演出中不时传

来观众的笑声，这笑声不是故意制造的，而是在强烈的生活对

比中发生的。一是剧中生活所展示的新生一代和腐朽一代的

对比，一是剧中生活同今天生活的对比，就让观众感到可笑

了。“可悲的却是可笑的”，夏老把一个深刻的历史的哲学命题

融入剧情之中，融入人物性格之中。

但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导演的《雷雨》。

夏老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曹禺迷，当《雷雨》刊出时，他更

是爱不释手。他听到中旅在天津演《雷雨》，就找祖母要钱赶

到天津去看。他看戏当晚，激动得一夜无眠。他说：“神秘变

幻的舞台，完整的故事，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

世界。”

北京人艺1954年、1959年、1979年、1989年四次排演

《雷雨》，均系夏老导演。前两次，我未能看到，后两次我都看

了。1979年版演出时，我正在写《曹禺剧作论》，我看了两

遍。那时，戏剧界对《雷雨》的主题和人物的解读还是有着不

同意见的，尤其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雷雨》，在一些演出

时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呈现。1954年、1959年夏老执导的《雷

雨》，虽然难免也有这样的色彩，但是他当时就认为“《雷雨》

不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剧本。它鲜明地刻画出以鲁

大海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民族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剧中的

每一个人物，但是从全剧看，它只能处在时代背景的位置上，

不能成为贯穿全剧的动作线”。他还认为蘩漪“实在是并没

有病的，她也不疯，她不应该是病态的”。而对周朴园则认为

他“虽然去德国留过学，现在是煤矿的董事长，可是他无论如

何不是洋场中人，他不是洋奴思想很重的人”。夏老“甚至觉

得他是熟读了《曾文正公家书》，并以之来教诲子孙，且立为

庭训以正家风的人”。应当说，夏老对《雷雨》的见解是具有

胆识的。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生活为我释疑》，但在夏老1979年

版本的启发下，我在《曹禺剧作论》中是这样看《雷雨》的。周

朴园“无论就其留学的经历和后来的经济地位，他都可能发展

成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但是，他却转化为一个

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人物，他要确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

的家庭’，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封建性的黑暗王国”。“曹禺的杰

出之处，不在于他揭露了一个具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而在于

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这正是《雷雨》现实主义的深

刻地方。”

后来，我才看到他1979年排演《雷雨》时所写的《生活为

我释疑》，让我深刻感到夏老是一位具有识见的导演艺术家，

他对原作所具有的独到的理解，以及它对当代意义的把握，都

是令人佩服的。他说：“从整体的处理上看自然一如既往……

我们力求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更明确、更深刻的体现：一，还

剧本以本来面目（主要指时代气息、对人物的解释和某几段戏

的处理）；二，更鲜明、更准确地掌握和表现戏的主题。”他还认

为：“我们说《雷雨》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因为它

通过一个家庭概括了旧中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家

长制这个东西直到今天，还相当顽固地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社

会，甚至国家。《雷雨》的现实性和深刻性就在这里。”于是在导

演中他抓住了关键人物周朴园。夏淳老强调他“一家之长”的

身份，确定他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大家族的资产阶级，是一个

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是一个封建家长专制的典型”。在演出

中，无论是扮演周朴园的郑榕，还是饰演周萍的苏民等，都淡

化了阶级对立意味，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演出他们性格的真

实性、复杂性。肯定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以及他们会面的真

诚性的一面。蘩漪也没有特别突出她的阴鸷和乖戾，周萍对

蘩漪也并非是一种纨绔子弟的玩弄。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人

艺风格”。1979年版《雷雨》，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展现了夏老

的勇敢和胆识。

1989年10月，为纪念《雷雨》发表50周年，夏淳第四次排

演《雷雨》。他更新了全班人马，大胆启用年青演员，演出面貌

上，让观众感到焕然一新。夏淳说他“力图将人物之间感情最

真实和最本质的一面再现出来，使这出戏更具震撼力”。正如

有学者所谈到的，这次的《雷雨》虽没有运用什么新式技巧，但

以饱经沧桑的体会，用非常精辟的现实主义达到了现代主义

尚未达到的效果。除了没有序幕尾声外，在很大程度上与作

者的原意有所契合。阶级斗争的气味自是一洗无余，社会悲

剧的意味也不是那么绝对和肯定。它基本做到了让人们在一

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去思考“谁之罪”？

追 忆
他是一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

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他导的戏
很多，但是，你却感到他是默默地，
甚至毫无声息地为北京人艺作出卓
越的贡献。他是北京人艺的功臣，
北京人艺风格、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的缔造者之一。

评 点

自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剪纸动画

片《渔童》诞生以来，正义、善良的渔童便以“小英

雄”的形象，留驻在无数人的成长记忆中。人们

喜爱渔童，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形象亲切、可爱、

活泼，更是因为他拥有一颗向真向善的心灵，而

这颗心灵寄托的正是普通民众朴素的情感和道

德诉求，凝结着民间的叙事智慧和价值判断。59

年后，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的艺术家们把渔童形

象呈现在了舞台上。虽然依旧是熟悉的故事，但

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审美面前，《渔童》却有了不一

样的讲述方式，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生动的渔童

形象走进了当代孩子的内心。

一群勤劳的渔民，本靠打鱼为生，但自从洋

人入侵，渔民们不经允许不准出海打鱼，并且要

为洋人做劳工。劳工们忍气吞声盼着早一天干

完活早一天能出海。然而，贪婪的洋人阿尔瓦无

休止的掠夺中国的古董，劳工们只能无休止的工

作……这是儿童剧《渔童》开场为我们展现的一

幅时代图景。编剧董妮没有回避历史的苦难与

艰难，她保留了原故事中爷爷被逼无奈，深夜偷

偷出海打鱼获得鱼盆，洋人强行霸占鱼盆的主要

情节，以此为基础，精心塑造了勇敢的海娃以及

在逆境中生活成长的海藻、石蛋儿、二丫等儿童

形象，实现了以成人为主要叙述视角的反压迫、

反剥削的故事向儿童视角下童趣、童心的成长表

达的转换。剧中的海娃可谓董妮创造的一个全

新的舞台形象。他有点水成鱼的本领，有包治百

病的神奇海药龙涎香，还有一支充满着魔力的鱼

竿，他为受苦的百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也让阿

尔瓦、税官、县官等贪婪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这个形象并非仅仅停留在鱼宝盆里，不食人间

烟火，而是生活在大海里、成长在孩子们之中。

他懂得感恩，乐于助人，与小伙伴们结成了深厚

的友谊；他有自己的小脾气、小情绪，但关键时刻

敢于担当，充满爱心和正义感；他不惧困难，在压

迫者面前不妥协、不低头，用智慧保护了渔民和

国家的宝物。可以说，与传说中的神娃相比，剧

中的渔童更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亲切、开朗、阳

光，他身上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又

有当下儿童成长急需的性格和精神养料。

剧作的结尾，在渔童的帮助和感召下，本来

受欺压的渔民们渐渐挺直了腰杆，敢于为自己的

生活和尊严奋起反抗。几经周折，最终大家众志

成城夺回了被阿尔瓦搬上船的宝物，赶走了洋

人。这样的结尾大快人心，也契合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价值理念。但是对于孩子而言，仅

仅告诉他们善恶有别、正义必胜的观念，似乎还

有些单薄。董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她在

剧中用相当的情节和场景表现了以爷爷为代表

的渔民们的勤劳、坚强、不屈不挠，表现了他们面

对困难永不低头、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刻画了

渔童心灵的美好和单纯，展现了以海藻姑娘为代

表的孩子们的善良与真诚，正是这些普通人身上

的高贵品质和乐观主义精神，帮助他们战胜了一

个个苦难，让虚伪、贪婪、蛮横的压迫者们无处遁

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水里我们长大，风雨浇

不灭快乐的花。”如今大城市里的孩子已经很少能

够理解苦难的含义了，即使有点困难也是家长帮

着解决，但是编剧却用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告诉

他们：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战胜它

们，离不开勤劳和智慧、团结与互助，更离不开奉

献与关爱，这也是我们建设美好家园所必须的。

《渔童》的民间故事最早就流传于天津一带，

此次创作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回归“故乡”，不仅

剧本融入了天津历史和人文元素，导演齐丽华的

二度创作也从地域元素和传统文化元素中汲取

了丰富的养分，让整场演出津味儿色彩浓郁、鲜

活。首先，渔童的形象带有民间乡土气息，活泼、

可爱的形象犹如杨柳青年画上的渔童，既熟悉可

亲，又生活味儿十足。其中，渔童从鱼盆中跃出的

场景可以说是全剧最富创意的地方。鱼盆发出绚

烂的光芒，莲花竞相开放，在雾气中渔童站在莲

芯上执竿垂钓，唱起了欢快的歌谣。这里，导演采

用了杖头木偶的表现方式，用木偶的造型呈现渔

童自由、欢愉的状态，为故事增添了不少奇幻色

彩。其次，突出了大海的意象。天津临海，渔民靠

海而生，大海滋养了天津人的胸怀和气质。剧中，

爷爷深夜出海打鱼，与汹涌的海浪抗争；阿尔瓦

逃跑时，咆哮的大海发出了愤怒的呼声，以及蓝

色的舞台背景中流动的波浪线条营造的祥和氛

围，共同呈现了大海的不同面孔，由此我们可以

感受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开放包容

的胸襟、大义凛然的气魄和爱国诚信的精神，这

也是对城市精神的一种形象表达。

当然，儿童剧《渔童》在形象塑造和舞台细节

的处理上也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

的打磨，但是它在民间故事的舞台剧转化、传统

文化的当代表达上提供的思路和实践，却是值得

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重要的是不再亦步亦趋、照

猫画虎，而是在吸收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才是儿

童剧赢得孩子的关键。

一个“全新”的渔童形象
——观音乐儿童剧《渔童》 □余 非

《《雷雨雷雨》》

《《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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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仁琪琪格（蒙古族）

漾濞的词汇 …………… 普驰达岭（彝族）
对一只蝴蝶的话

…… 博格达·阿布都拉（维吾尔族）
苏德新译

乌江 ……………………… 龙险峰（苗族）
九十九岁的父亲 ………… 冯连才（回族）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百年奔流（纪实文学）……… 韦晓明（苗族）
莫愁前路（散文）……… 梁 盼（土家族）

本刊新人 海东青（小说）………… 修 瑞（满族）
陵水行 ……………… 肖 龙（蒙古族）

王树理（回族） 尹向东（藏族）
冯 娜（白族） 左中美（彝族）

尹汉胤（满族） 包广林（蒙古族）
李 其 文（黎族） 鲁 若 迪 基（普米族）

雷 子（羌族） 宁 延 达（满族）
评 论 心底无私天地宽（佳作点评）……… 辛泊平

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
……………………………… 张柱林

“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启事
“甘嫫阿妞”全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征文启事
封面：太阳沟小木屋 水彩画（局部）……… 王亚非
插图：徐沛君 李 强 余亚纬 黄其贡
篇名题字：潘 琦 柯云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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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精彩描绘改革开放时代风貌
…………………… 吉狄马加（彝族）

小 说 连襟 ……………………… 石舒清（回族）
可否重来 ……………… 胥得意（蒙古族）
逃跑的貔貅 ……………… 吕 翼（彝族）

不等式 ………………… 句芒云路（苗族）
篾匠街 …………………… 杨芳兰（侗族）
原来是你 ………………… 郑吉平（白族）
吝啬鬼阿洪的园子·生日
… 祖拉古丽·阿不都瓦依提（维吾尔族）

古丽莎·依布拉英（维吾尔族）译
师娘子 …………………… 王 刚（水族）

散 文 挖掘者 …………………… 绿 窗（满族）
贡王府的井 …………… 韩伟林（蒙古族）
树之泪 ………………… 田芳妮（土家族）
竹心 ……………………… 桑 梅（彝族）

诗 歌 等风来 …………………… 王志国（藏族）
大地的展品 …………… 妥清德（裕固族）
半个心愿 ………………… 张伟锋（佤族）
陇山下 …………………… 雪 舟（回族）
母亲的愧疚 …………… 阿洛夫基（彝族）
代课老师 ………………… 飞 飞（侗族）
秋日语 ………………… 孙永斌（蒙古族）

评 论 随风飘散，或举重若轻（佳作点评）… 周景雷
行走在山野的大地之歌 ………… 赵兴红

“耳东影业”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启事
封面：芦山小景 水彩画（局部）……………… 王亚非
插图：陈新民 李 强 顾文博 安玉民
篇名题字：张克军 焦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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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禾作品 企图（短篇小说） ……… 鱼 禾
怔忡（短篇小说） ……… 鱼 禾
执意（短篇小说） ……… 鱼 禾
恰如其分与拟虚构（创作谈）

……………………… 鱼 禾
小说家
月亮漂上石榴河（短篇小说） ……… 唐 棣
我的妹妹伤心（中篇小说） ………… 易 晖
滇池之友小说、散文精选
布草也会开花（短篇小说） ………… 木 木
腾冲往事（散文） …………………… 许文舟
遥远的村庄（散文） ………………… 刘作芳
村人记（散文） ……………………… 李绍芬
滇池诗刊 滇池之友诗歌精选
杨 蕊 木槿子 仲春竹青 李 鑫 杨 斌
杜小龙 李永超 赵枝刚 成仁明 桑 田
叶华荫 王人天 阿炉·芦根 金雪松 张美华
贺麒公 陆建辉 李 治 梁 刚 胡 游
邬跃武 周锋荣 苏 铁 李雪梅 甄长城
晏先树 雷焕春 樊小坡 黄瓜皮 刘 坤
陈玉梅 杨凤金
经历 长江边的发蒙初史——《故乡与少年》

之二（非虚构） ………… 汤世杰
散文 金戒指——南太行乡村人事之三（散文）

………………………… 杨献平
布蒂的百年（散文） ………… 明 追
英国小说与傈僳人（散文） … 密文英

封二、三 赵昌敏套色木刻 张谕珊绝版木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