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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评 点

1999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父亲》于沈阳首

演，引发强烈反响，并在东北三省话剧展演和中国戏剧节

上都获得了好评。随后，辽宁人艺携该剧进京，第一次在

京演出是在当时的人民剧场，随后进中南海，朱镕基总理

观看了演出。观看时，朱镕基在台下流了很多泪，结束后

他上台和剧组演员讲了很多话。他说，我没想到我们的工

人这么艰难，我们要把他们下岗后的生活安排好，要把社

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起来。后来，这台戏又进中央戏剧学

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进了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等众

多知名剧院。

该剧在辽宁各地巡演，赴河南各地巡演，那时的条件

很艰苦，但剧组克服很多困难，一气演了上百场。随后，又

去全国很多城市演出，上海、重庆、成都、广州……几乎走

遍了大江南北。他们还带着这个戏去了很多厂矿企业，工

人们反响更强烈。我记得演出的第100场是在辽河油田，

第200场是在首钢，再往后，300场，400场，演出了近500

场。其间，有多家国内剧院团看好这个戏并搬演了该剧。

比如，山西省话剧院当年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剧团能否

存在都成了问题，院长贾茂盛看了《父亲》，立即派人同我

和辽宁人艺联系，得到我们允许后举全院之力排演了该

剧，他们的《父亲》在山西连续演出很多场，山西省领导观

看演出后大受感动，充分肯定，剧院由此“转危为安”留了

下来。黑龙江、四川、安徽等很多剧院团也纷纷排演该剧，

攀枝花京剧团还将它改编成了京剧。

19年间，另一个让我没想到的事是全国各地的艺术院

校不间断地排演该剧，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及北京、

四川、山东、山西、辽宁、湖北等地的艺术院校的毕业大戏都

排演过《父亲》，我收藏了很多艺术院校排演的剧照，简陋的

布景，简单的服装化妆，一批批年青人用他们的热情投入呈

现了底层工人家庭的一幕幕生活。这部话剧也由上海电影

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参加了开罗国际电影节，被国外同

行誉为“一枚来自东方的催泪弹”，他们在这部朴实无华的影

片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当下生活，看到了一位感人的中国父

亲，导演梁山和主演宋国锋分别获得了导演奖和优秀男主角

奖。此后，上海一家电影院每年父亲节那天都要重放这部电

影，每次放映观众反响都非常好。

《父亲》前后排了两版，1999年版导演丁尼，第二版导演

曹其敬。剧本、舞美、演员等都有不少改动，两个版本各有特

色。该剧的演员阵容虽然有变化，但总体还是最初的那些演

员。大量的演出使得他们的表演日臻熟练和默契，戏越来越

耐看，特别是宋国锋的表演越来越有味道，在观众中有很多

铁杆粉丝。19年间，当年的中年演员已经成为剧院的老一

辈艺术家了，演过很多轰动剧坛的好戏，如今他们有的已经

退休，有的即将退休。《父亲》的数百场演出成了他们共同的

美好记忆。

写作《父亲》时，我36岁，凭着一股闯劲，不管不顾扎到

底层工人的生活中去，和他们同悲同喜，大碗喝酒大醉不

归，也和他们一起去下岗一条街摆摊卖货，写作时忘了各

种清规戒律，那真是流着泪写，捧出心来写。只想写出我

心中的人物，写出我看到的现实，我感受到的生命的艰

难——19年过去了，而今我已人过50，有时仍怀念写《父

亲》的那段日子。《父亲》让我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给了我

很多很多。

《父亲》能一直演出，对我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现在

看，检验一部作品最好的办法不是得过什么奖，也不是什么

级别的人物给予过什么评价，而是要靠观众和时间来检验。

《父亲》一直得到观众的厚爱，19年前是这样，19年间也是这

样，很多观众喜欢这个戏，每次演出观众都与剧中人同悲同

喜，总有很多人流下热泪。近些年的演出，观众越来越年轻

了，他们说这个戏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人、自

己的邻居。有的青年观众看过后说我要马

上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父亲。有的观

众还记起过去对父亲的不理解、和父亲的冲

突，说很想对父亲说一声对不起。有些《父

亲》的忠实观众观看过多遍，只要上演就要

去看，也有的观众一直和我打听，什么时侯

《父亲》还演，什么时候再进北京……在这

里，我给观众鞠躬了。

时间是一部作品的最后裁决者。《父亲》

演了19年，能一演再演，说明剧中有些具有

长久生命力的东西，它写出了人物，而且是

中国社会的底层小人物，写出了他们的人

性、人情，人在命运下的痛苦、纠结，人在苦

难中的选择与抗争，人与人之间，亲人之间

的冲突矛盾，互相关爱、相濡以沫——这些

是普遍的人性，也是超越具体年代具体社会

的，是有温度、有力量的，能让人共鸣、让人

心动。这个戏能打动很多人，不只是剧本的

原因，还与我遇上了一班优秀的合作者有

关，该剧的导演、演员、舞美、灯光、服装等汇

集了一批省内外的优秀人才，他们都相当出色。戏剧终是要

由导演、演员和舞台各部门来呈现，宋国锋等演员的表演可

圈可点，他们都演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展现了话剧表演艺术

应有的魅力，很耐看耐品。而这一切的后面则是导演和舞美

各部门的用心用情，功力深厚和合作默契。

观众和时间的检验仍在继续。我为《父亲》19年间不断

上演而高兴，为这出戏没有被时光淹没而欣慰，但是，它以后

还能再演吗？演出还会受到欢迎吗？还能再演多少年？以

后的观众还会喜欢它吗？——仍然要等待时间和观众的裁

决。这裁决会非常残酷。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9年，这期间我又创作上演了很

多戏，对戏剧的理解、对做戏剧的艰难体会更深了，但是《父

亲》的创作给予我的还是那么刻骨铭心。《父亲》给我个人的

启示和感悟是，戏剧创作还是要有生活，要从生活中打捞剧

本。没一点生活，胡编乱造的戏，没劲；戏剧不直面现实，直

面人生，现实人是缺席的，没劲；戏剧不贴近生活，不贴近普

通人的生活，没劲；戏剧不关注人的情感、人的灵魂、人的命

运，没劲；戏剧不真诚，不饱含爱、关怀和悲悯，没劲；戏剧不

将表演的能量“最大化”，没劲；戏剧不与观众心碰心，没劲。

没劲的戏剧，观众不爱看，终会消失，化成过眼烟云。

““捧出心来写捧出心来写””《《父亲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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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七月开幕

五大洲优秀儿童戏剧作品首次齐聚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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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祎编剧的话剧《杜十娘的哥德巴赫猜想》乍看不过又是一出哗众取宠的无厘

头闹剧，却没想到这出“残酷青春爱情剧”里竟然暗含了作者向《暗恋桃花源》致敬的情

怀。从杜十娘到吴芊芊，从秦淮河畔到北京城里，从低吟浅唱的田园时代到物欲横流

的现代社会，亘古不变的是人类对于爱情永恒的追求。然而爱情从来都不是如此简单

的事物，在那一次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背后，人们常常落得遍体鳞伤、欲拒还迎。如同

《暗恋桃花源》一般，该剧也安排了一场古今交错、悲喜交加的戏中戏，将“杜十娘”和

“哥德巴赫猜想”两台戏集中于同一个导演的排演之下，于是这一静一动、一悲一喜就

发生了奇妙的碰撞。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作者选择这个故事和

吴芊芊等人的故事相对照，可以说呼应了“金钱与爱情”的主题。杜十娘试图用“百宝箱”

保障自己和李甲之间的爱情，同时作为对李甲的考验，她隐瞒了百宝箱的真实价值。不

曾想，李甲却因为区区千两便将杜十娘卖给垂涎美色的孙富，既可以逃避因门第观念可

能带来的父亲的责罚，又可以谎称自己经营有法而保住家产继承权，背后的利益驱动令

他轻易就放弃了十娘对他的一片深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既是对自己追求真爱的表

白，也是坚决背弃金钱利益至上的自证清白。金钱和爱情、利益与人性的激烈冲突造成

了杜十娘的悲剧。沉下去的是百宝箱，输了的是人性与真情。李甲人财两空的结局也体

现了作者的价值选择，他谱写的这一曲爱情与人性的双重悲歌，正是对于金钱吞噬人心

的社会的强烈控诉与批判。

现代版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吴芊芊为中心，三男一女的校园恋情在毕业前夕画上了

休止符。男友张伟因伤人入狱，却不曾想，待到出狱之时，吴芊芊已经成了好哥们儿袁彪

的妻子，自己却成了“前男友”。吴芊芊自叙，作为一个刚毕业走出校园的年轻女孩，就业

压力和经济压力让北京在这时候显露出冰冷而残酷的一面，而赖以支持的男友关键时刻

的缺位更让她深感孤寂无力。恰好此时袁彪带着他的温暖出现在吴芊芊身边，最重要的

是袁彪的出现意味着生活结束动荡、经济不再拮据，就像一直悬空的心突然落到了实

处。爱情在生活面前不堪一击。要面包还是要玫瑰，编剧在这个千古追问的旧瓶里装了

新酒。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剧在杜十娘和吴芊芊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之外，又安排了一

条暗线，即两台戏的导演冯导和扮演吴芊芊的演员冷冰之间的感情戏。两人本来正如吴

芊芊和张伟一般是校园情侣，因为不同的原

因分道扬镳，机缘巧合下遽然重逢，两人戏

里戏外的情感交流和场景切换，使得本来就

复杂的剧情更加复杂。三场感情戏里，杜十

娘指向过去，吴芊芊和冷冰指向未来，冷冰

和冯导代表的是现实生活，而杜十娘和吴芊

芊又是戏中戏，这种套叠的结构会给观众带

来扑朔迷离、如真如幻的感觉。

在《暗恋桃花源》里，江滨柳和云之凡一

别即是天涯，直至暮年重逢，却已是今生无

缘。江滨柳改变不了现实，便一径逃到回忆

里，所以说《暗恋》是追寻过去的梦。而老陶

在离开武陵之前便已洞察妻子春花和袁老

板有私情，却始终不肯面对现实，坚持从桃

花源回到现实生活中想徒劳抓住的是一种

对未来的期盼，《桃花源》是未来的梦。不断

穿越剧场奔跑呼号寻找南阳刘子骥的疯女

人是现在，遍寻不得的结局暗示着现实无情

地击碎了梦想。“桃花源”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虚无缥缈的梦想。把三条线索糅合在一起的便是贯穿过去与现在人

们这种对幸福、对梦想的追寻，因此是“暗恋”桃花源。在该剧中，杜十娘是历史，她的选择很明朗，为了爱情连生

命都可以放弃；吴芊芊正如春花一般选择了可以为自己改善生活的袁彪。然而，现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张伟出

狱这天四人再次聚首，前任还是现任，曾经的初恋和安稳的现世，吴芊芊当如何选择？卸下吴芊芊符号的演员冷

冰和心有悔意的冯导，是破镜重圆还是各自前行？整体而言，杜十娘的戏份是悲剧，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轻

松、搞笑、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剧中，吴芊芊和冷冰的命运交叠到一起后，气氛渐渐凝滞，风格逐渐偏向正剧。因

为无论是杜十娘、吴芊芊还是冷冰，她们都只不过是希望在爱情里寻找今生的幸福；无论她们怎么选择，她们都

是一个个现实版的“杜十娘”，爱情于她们正如哥德巴赫猜想一般不能确证，何去何从也如同未解之谜。剧作留

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是作者对社会的叩问，也是对每位观众心灵的叩问。

此剧尽管在深度和力度上稍显稚嫩，剧情的推进和结构的衔接上也有牵强之处，但该剧确实是诚意用心之

作。如果你恰好曾经有一段奋不顾身、倾心相许的青春，或者正处在左右为难、覆水难收的抉择关口，不妨放下

纷扰，去和心中的杜十娘、吴芊芊们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会晤，认清自我、重装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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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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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6 月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知，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指导，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东城区委、区政府

及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

于7月14日至8月25日举办。本届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

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历时 43 天，中国、巴西、日本、俄罗斯、印

度、比利时、美国、罗马尼亚、阿根廷、南非、韩国、澳大利亚、以

色列、挪威、克罗地亚、波兰等 16 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 38

家儿童戏剧团体将携61台剧目演出229场。同时在济南、成都、

辽宁设立了戏剧节分会场。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本届戏

剧节不仅是五大洲优秀儿童戏剧作品首次齐聚，同时也是“金

砖五国”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建立后的首次联合展演。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2018 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将在

戏剧节期间举办，这是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成立 50多年来

首次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面向世界各国青年艺术家的“下一

代”培训项目也会随之展开。

中国儿童戏剧节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

多、范围最广的儿童戏剧活动，每年都会在暑期为国内外大小朋

友送上儿童戏剧的精品之作。此次“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包

含剧目不论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

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其表现形式也涵

盖了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多种方式。这不

仅为国内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优秀儿童戏剧的窗口，同时也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儿童剧的品质与内涵，向国际儿童戏剧领域传

播了中国儿童戏剧极大的包容性。

8 月 18 日至 24 日，中国儿艺将与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

中国中心共同承办 2018 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

会，这是该协会自 1965 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享有儿童戏剧界的“奥林匹

克盛会”之美称，是世界儿童戏剧人的重要节日。此次大会以“构

想未来”为主题，从56个国家426部申请剧目中精选了10个国家

的 17 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 50 余场，同时举办艺术交流大

会、中外儿童戏剧工作坊、中外多元文化对话、“下一代”培训项

目、专题研讨会、儿童戏剧主题夏令营、中外儿童青少年戏剧图片

展及图书展等一系列艺术活动，让与会的国际戏剧代表通过观摩

戏剧、艺术研讨和参与戏剧活动，深入探讨和思考儿童戏剧发展

的未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本届戏剧节期间，为响应《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协定〉

行动计划（2017—2021年）》，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的“金砖五国”将携优秀儿童剧参加“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展

演”，这是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展

演。同时，五国青少年儿童戏剧代表也将齐聚北京，召开“金砖国

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会议”，共同商讨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

剧的合作与发展。正如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所说：“民心相

通对于金砖国家合作至关重要，而文化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

要途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化领域务实合作，在多元共

享的基础上培育金砖价值理念，夯实金砖合作民意基础，是金砖

各国共同的愿望。”

文学是戏剧发展的基石，重视一剧之本创作，对戏剧艺术的

发展意义深远。新闻发布会现场，中国儿艺与中国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和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契机，发挥各自在文化资源

上的优势，携手推进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学的共同发展。戏剧节期

间，双方将联合开展“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活动，不仅在涵芬楼、

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和城市书房设立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

区，同时在中国儿童剧场设立“中版好书专柜”，为观看儿童戏剧

的小朋友提供良好的文学阅读体验，多维度搭建阅读实践与艺术

分享平台。双方还将于 8月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上，联合组织中外少儿文学、戏剧四方研讨论坛活动，届时，

来自世界的著名儿童文学家将深入探讨儿童文学戏剧化与儿童

戏剧文学化的未来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实现优秀少儿读物改编为

优秀儿童剧等话题，让书香与艺术伴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徐 健）

摄影：王雨晨

作为2018年度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剧目，由双鸭山市传统艺术研究中心（黑龙

江省龙江剧院双鸭山分院）创作演出的廉政

龙江剧《农民的儿子于海河》日前在京演出。

该剧着重描写了于海河与乡亲的乡情、

与妻女的亲情、与年迈父亲的父子深情，生

动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

朴实无华、可亲可敬、严于律己、敢于作为、

勇于担当的当代基层好党员、好干部形象。

在艺术创作上，该剧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

融入东北特色民间舞、套子口和俏皮嗑等民

间表演特色，同时加入现代舞、网络语言等

时尚元素。演出角色行当齐全，唱腔音乐地

域性鲜明，舞台呈现极具现实感。据介绍，该

剧原名为《农民的儿子》，2014年首度创排，

并于当年在黑龙江省东部 6城市巡演 19

场，荣获省内多个奖项。2018年在黑龙江省

龙江剧艺术中心协助下再度创作排演，更名

为《农民的儿子于海河》。 （龙 文）

《
农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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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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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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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2018宁波国际声

乐比赛将于10月15日至25日在宁波举行。

宁波国际声乐比赛前身为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创办于2000年，是

原文化部主办的三大国际音乐赛事之一，每三年举办一届。首届和第

二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分别于2000年在北京、2002年在广州举办；从

第三届开始，中国国际声乐比赛落户宁波，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

2017年，根据中宣部要求，由原文化部主办的三大音乐赛事暂时停办，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更名为宁波国际声乐比赛。

据介绍，本届比赛评委会主席由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家、中央音

乐学院教授郭淑珍担任。在比赛曲目设定方面，2018宁波国际声乐比

赛延续了往届特点，在重视国际性的同时，突出我国的音乐特色。十首

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将继续成为本届参赛曲目，包括《我住长江头》

《我爱这土地》《玫瑰三愿》等。宁波交响乐团将担任决赛阶段和颁奖晚

会的伴奏。比赛期间，为吸引市民参与、欣赏、享受赛事，组委会将举办

组织艺术家进校园、声乐讲座、组织赛后巡演、历届获奖选手音乐会等系

列声乐普及和宣传活动，这也成为本届声乐比赛的亮点。 （音 文）

宁波国际声乐比赛十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