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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腔《关中晓月》看郑怀兴新编历史剧创作——

文人情怀文人情怀 文化情结文化情结 人文品格人文品格
□□李小菊李小菊

由郑怀兴编剧、齐爱云主演的秦腔《关中晓

月》以清末陕西泾阳女商人周莹为原型，巧妙地

将周莹的传奇故事与“关学”文脉的守护传承结

合起来，主题超拔厚重，剧情曲折传奇，人物丰

满立体，可以说是一部“为往圣继绝学”、“为史

剧树楷模”的优秀新编历史剧。该剧所承继之

“往圣绝学”，既是关学、儒家之绝学，也是商家

安身立命之绝学，更是“戏家”写戏编剧之绝学。

总结该剧和郑怀兴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探索，对

当前新编历史剧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超越地域文化与商人文化

《关中晓月》是齐爱云给郑怀兴出的“命题

作文”。郑怀兴的历史剧创作，总是能在既定的

题材束缚下、常见的创作套路中，挖掘出独特的

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在《关中晓月》中，郑怀兴

对题材文化内涵的挖掘，经历了由晚清商英（即

周莹）——晚清刘古愚——宋代张载——关学

的过程：不但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作为秦商文化

代表的商英（即周莹）诚信、宽厚、善良、仁义等

优秀品德，而且通过解救关学大儒刘古愚，把眼

光投到秦商文化背后更加悠久和深厚的陕西文

化和关中学派，写出了孕育商人文化的地方文

化、传统文化，眼光更深邃，立意也更高远。

秦商文化和关学的契合点，就是与周莹同

时的关学大儒刘古愚。发现刘古愚，是郑怀兴创

作《关中晓月》最精妙、最高明的地方。这是撬动

由写商人小文化到写传统大文化的关键支点，

因而奠定了该剧阔大深远的文化格局。剧中，连

结商界奇女周莹和关学大儒刘古愚的节点，是

商英进步的经商理念和与维新派之间若隐若现

的关系。历史上周莹与刘古愚之间可能没有直

接的交往，但是周莹接触过并接受了维新派思

想却是事实，这就架起了商英与刘古愚之间的

桥梁，为郑怀兴的创作提供了可能的空间。郑怀

兴在周莹一生的传奇经历中，选取她资助慈禧、

被封为“护国夫人”这一人生重大事件为表现重

点，将刘古愚的命运巧妙拼接进周莹的生活之

中，赋予周莹资助慈禧以营救刘古愚的崇高动

机，以此确立了借秦商文化写关学精神、传承中

华文脉的创作主旨。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

部》“结构第一”中说过：“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

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塑

造秦商形象、张扬秦商文化、守护关学大儒、弘

扬“关学精神”，就是《关中晓月》的主脑和郑怀

兴“立言之本意”。这个创作主旨为主人公商业

成功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撑，以浪漫主义、理想主

义的创作手法，既规劝商业人士不要唯利是图，

也呼唤经济大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守护，

契合挖掘、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主旋

律，这正是郑怀兴新编历史剧中强烈的现实关

注和现代意识的体现。

虚实相生的历史剧编剧技巧

《关中晓月》是一部线索清晰、剧情曲折、结

构严谨的传奇史剧。然而，小到一杯牛奶，大到

八国联军入侵都有依据。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清

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垂帘听政的慈禧弃

家国于不顾，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来到西安。

生活奢靡的慈禧狼狈不堪地抵达西安之后，她

最担心的事不是抗击外敌，而是担心维新派“趁

国难图谋不轨”，要诛杀“南康北刘”之刘古愚，

其次就是想喝牛奶，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郑怀兴慧眼发现刘古愚，却不能直接写刘

古愚，他只是塑造商英形象、讲述商英故事的陪

衬，是配角，那么如何写刘古愚，是非常考验编

剧技巧的。要写商英营救刘古愚，但却没有直接

救，郑怀兴又荡开笔墨，安排了刘古愚的学生于

右任投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要诛慈禧、扶光绪的

情节。此事史籍有载，但是此书并未投出去。然

而郑怀兴却在剧中说此书已投到岑春煊手中，

使戏剧冲突更加紧张激烈，而且借机表明刘古

愚的政治立场：外患当前，不能制造内乱，以简

约经济的笔墨塑造了刘古愚忧国忧民、顾全大

局、不计个人生死的大儒形象。

无论是对人物、事件的取舍，还是商英营救

刘古愚的一波三折，《关中晓月》都充满戏剧性。

其中最精彩、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双寡夜谈”

一场。郑怀兴注意到史料中记载周莹觐见慈禧

后二人曾有过密谈，以创作的敏锐眼光和丰富

的创作经验发现了其背后可供充分驰骋想象、

挖掘人物心理、探究人性奥秘的原始素材宝藏。

那天晚上，慈禧与周莹究竟谈了些什么，不但不

会有外人知道，即使知道也早已消散在历史长

河之中。但是艺术家却可以在具体的情境中去

虚构、去创造：谨小慎微却胆大心细的商英，把

这次觐见看作一次与“街坊大娘”的唠嗑。随着

交谈的深入，商英谈到族人谋夺自己家产，适时

引入刘古愚。慈禧一听她费尽心机竟然是为刘

古愚求情，勃然大怒，杀心顿起，剧情至此陡转

直下。但是已经抱着必死之心的商英处乱不惊，

镇静地对慈禧讲述自己所认识的刘古愚，讲关

学，讲“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的出现，是该剧曲终奏雅的点

睛之笔。然而，这句纯学理的、格言式的话，却是

通过商英之口、借助聊天的形式，出现得那么自

然，丝毫没有学究气。商英要说服慈禧饶过刘古

愚，不但要讲刘古愚的乐于助人，还要讲他在复

杂政治斗争中的安分守己，证明刘古愚只不过

是一个希望国家强盛、忧国忧民的老病书生，而

借助“横渠四句”来阐述刘古愚的政治主张和关

学义理，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

刘古愚不但未被治罪，后来还被聘为兰州

大学堂总教习，这是史实。然而，这是否与周莹、

慈禧有关，是否与“双寡夜谈”有关，史藉未载，

民间无传。郑怀兴充分利用文艺作品的想象、虚

构搭起这种可能性，其中空白的玄妙，给观众留

下无限想象发挥的空间。

丰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

《关中晓月》通过史实的拼接穿插构建起

剧作的叙事框架和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

则主要是借助虚构和想象，通过营造充满质感

的生活细节和具体情境，深入表现人物充沛的

情感和丰盈的灵魂。主人公商英既是一个成功

而出色的商人，又是一个坚强而艰难的女人。

郑怀兴对商英商人形象的塑造，并没有直接写

她守家不易、经营有方，而是另辟蹊径，通过

营救于右任、刘古愚这些经商之外的道义选

择，来表现一个商人的文化担当，不但角度新

颖，而且意蕴厚重。剧中商英作为商人的精明

机变、审时度势、步步为营，都是通过她与官

场人物岑春煊、李莲英、慈禧的交锋与周旋来

表现。

商英商人形象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品生动

刻画了她为人处事总是遵循着商人思维和商业

逻辑。如果说借献奶牛以达到救刘古愚的目的

是商英苦心经营的一笔“大买卖”，那么，最初她

是从慈禧需要牛奶这一“市场需求”发现“商机”

的。她决定先不计成本地“投资”——主动送牛。

在岑府，面对岑春煊要求她带头捐银并举起手

掌的暗示，她先故意“压价”，说是“五车粮草”，

然后才又猜是5万两、10万两银子，这又表现

出她善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商人本色。李莲

英意外来到岑府，夸赞奶牛送的好，太后很欢

喜，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商英顿时想到接近慈

禧的办法，当机立断，向李莲英请求面见慈禧。

“生意”就这样一笔连一笔地“做”下去，剧情也

环环相扣地进展下去。

郑怀兴在谈到历史剧的人物塑造时说：“历

史剧的艺术虚构的天地在哪里呢？我曾经说过，

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里。史学家记录历史人物

的外在行动，剧作家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

界。”第六场“夜叹”就是郑怀兴深入挖掘并着力

表现商英内心世界的重头戏。此时的商英，不但

要应对岑春煊将捐款加至50万两巨款的外忧，

还要面对族人刁难不许入祖坟的内患，是全剧

冲突总爆发的关键，是人物情感最动荡的地方，

最能体现商英的孤立无援、激愤难平、顾影自

怜，是她最悲情、最孤独、最难过的时候。剧作通

过商英将近30句的一大段唱，表现她出嫁以来

经历的种种磨难，既补叙了商英的身世，又表现

了商英凄苦绝望的心境，揭示了人物复杂纠结

的情感世界，成为全剧最重要的抒情段落、核心

唱段。

剧中的商英始终是大情义、大胸襟、大情

怀、大担当的形象。我认为，商英形象充分体现

了“横渠四句”的要义：不计代价救济灾民，是

“为生民立命”；甘冒奇险营救关学大儒刘古愚

及其弟子于右任，是“为往圣继绝学”；力劝慈禧

放过刘古愚，避免了对维新派的赶尽杀绝，避免

了内乱，虽不敢说是“为万世开太平”，但至少是

“为清廷谋太平”。以此解读商英形象，才不负作

者一片苦心。

一个关于陕西女商人周莹的“命题作文”，

郑怀兴却把陕西地方文化、关学精旨写得如此

之深、如此之透，实在令人叹服。也许很多观众

在看《关中晓月》之前，可能知道陕西女商人周

莹的传奇故事，却不知道刘古愚为何人，更不知

道“关学”为何物。但是通过这个戏，相信许多观

众都会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理念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关学精神、秦商文化”也必然会随着此

剧的盛演传播到更加广远的地方。

郑怀兴是当代富有文人气质的剧作家，他

的作品总是充满浓重的文人情怀和文化情结，

总是能带动一个剧团甚至一个剧种人文品格和

文化品位的提升，如《傅山进京》《布衣于成龙》

之于山西晋剧，《赵武灵王》之于福建京剧，《青

藤狂士》之于湖北京剧，《海瑞》之于海南琼剧，

《北魏孝文帝》之于河南豫剧。相信秦腔《关中晓

月》也会对当代陕西秦腔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

看完和璐璐编剧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

么》，让我想起了苏东坡的这阕《定风波》。该

剧改编自同名小说，是作家毕飞宇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短篇作品。原作写的是一代人的

故事，话剧在小说的基础上拓展，变成了两代

人的故事。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不仅是戏

剧的格局，更是主题，尤其是况味。引用毕飞

宇的话，那就是“吃惊而且喜欢”。

一对即将离婚的小夫妻，在离婚之前，应

男方父亲的遗愿，将骨灰送回曾经插队的北大

荒，也算是一次离婚旅游。在这里，他们遇到

了父亲当年的“小芳”。本是一次冰冷乏味之

旅，却未想碰响了遥远的历史沉钟。两代人的

生活轨迹和心灵轨迹，在冰河将开的江畔，在

残雪将融的白桦林里，有了一次意外交融。

先说这对小夫妻。他们的感情模式很当

下，衣食无忧，有知性色彩。男的喜欢玩儿吉

他，女的也很时尚，典型的都市小资。结婚没

有什么目的，离婚也没有什么理由。两人之间

的争吵当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种。这种样

子的情感样式，如今不鲜见。再说剧中的父

辈。老三届，一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去北

大荒插队了，一插近 10年，付出全部青春光景。和当地的

一个姑娘有了暧昧，还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不幸早夭。后来

回城，又娶妻生子，默默无闻地活着，直到去世。

对于剧作来说，故事的好坏不在新奇，而在于扭结。扭

结才是根本。这个戏的扭结处不是情节层面的。小夫妻吵

架那不叫扭结。父子两代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生存状态，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历程。生前关系

乏善可陈，死后也未必真伤痛。一个在金星，一个

在火星。男女主角这次正闹着离婚，自家藩篱破

碎，一脑门子官司。北大荒之行，除了了却父亲的

遗愿、完成任务外，实在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但恰

恰是在这不经意间，两代人竟意外地完成了一次

对话，生死相隔却真实地并行了一程。这个扭结

很有意思。

扭结其实也只是手段，要从中挤出干货来，戏

剧才算正途。也就是作者最终要揭示的那个主

题。这个戏作者给我们的是一个追问：“他们还剩

下什么？”

对于这个追问，可能难以回答，但却不能无视

它的存在。因为它涉及了尊严与价值。再卑微的

生命也是需要尊严的，这是文明的一个标志。细

想起来，无论是上一辈人的青春祭祀，还是这一代

人的迷茫惶惑，都是沉重的话题。悲剧并不可怕，

结论甚至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

麻木，我们的灵肉是否还鲜活，我们的感悟能力是

否已经消散。

这个戏的编剧和璐璐很年轻，写戏甚至还是

个新手。但她无疑具备了这种感悟能力。她的解读也先得

我心。那是一种淡淡的，淡到不经意、淡到冷峻的解读。剧

中的小夫妇，离婚离得淡漠，言来语去，不哭不闹，淡漠恍

惚，无可无不可；那个“小芳”春萌，面对着旧日情人的骨灰，

面对着埋葬了私生子的地方，面对艰涩的情感往事，没有任

何撕心裂肺，反而时时带着温蕴的笑

容。描述着不堪回首、甚至对一般人来

说是难以启齿的往事时，也带着宽宏和

释然。当把骨灰安放好的时候，也只是

说了句：“他们好多人都回来了……”

两代人，半个世纪。50 年相对于

历史长河，短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

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似乎又很长。失

去的和得到的，都不可重复。岁月不会

怜悯任何过客。

面对着这些不能承受之轻或不能

承受之重，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我看罢

起身的一刻，蓦然想起了苏东坡和他的

那阕《定风波》，那是“一蓑烟雨任平

生”，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坡翁真

的好潇洒。

正值北京入伏之际，看完戏，走出

剧场，偏偏还真的是一蓑烟雨。摄影摄影：：戚连民戚连民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

联盟系列活动启动仪式7月20日在京举行。此次活动将

持续至8月22日，涵盖“金砖五国”儿童戏剧展演、金砖国

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会议、金砖国家多边双边会谈等多

项内容。这是“金砖五国”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成立后的首

次国际联动。活动期间，来自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中

国的《喜欢盒子的人》《生生不息》《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哈》

《鹬蚌鱼》等12台剧目将相继亮相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启动仪式上，巴西驻华大使馆代文化参赞桑托斯谈到：

“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的成立是《落实〈金砖国家

政府间文化协定〉行动计划（2017—2021年）》的重要成果，

它不仅有助于推动金砖国家间文化交流具体行动的实施，

也将为中巴建立空前密切的国际关系开辟新的道路。”南非

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莫培说：“2018年是中国与南非建交

20周年。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将在南非举办，中

非合作论坛将在中国举行。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不

断加强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南非之间的文化、艺术、人文

等的交流与合作，实现金砖国家大家庭的共同发展。”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与200名青少年观众共同

观看了来自巴西工匠剧院的儿童剧《喜欢盒子的人》。这也

是该剧院首次来华演出

（徐 健）

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系列活动启动

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

宽友文化承办的2018年“北

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

演将于 8月 1日拉开帷幕。

展演从来自全国各地60个

演出单位的75台申报剧目

中遴选出20台优秀入围作

品，涵盖话剧、戏曲、形体剧、

舞蹈、新杂艺实验剧等多种

舞台样式。这些作品将在国

话小剧场、国话先锋剧场、北

京人艺实验剧场、天桥艺术

中心、中华世纪坛、繁星戏剧

村、青蓝剧场、东城区图书馆

剧场陆续上演。

入围今年展演的作品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力求突显当代小剧场戏剧

的原创性、实验性和丰富性。参演作

品中有关注现实、聚焦当下生活的剧

目，如《将军里》《十年》《我去哪儿了》

《Hi，米克》等，有向经典致敬、回望历

史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鹅笼书

生》《五脊六兽》《窦娥》等，还有彰显国

粹魅力的昆曲《流光歌阕》、京剧《思·

凡》、越剧《僧繇》等。而随着跨界、创

新、融合成为当下中国小剧场戏剧的

风潮之一，形体剧《失歌》、舞

剧《青春之歌》、新杂艺实验

剧《Touch-奇遇之旅》等创

新融合剧目也会在此次展演

中亮相。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届“北京故事”主题为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组委

会不仅为观众定制了戏剧观

剧护照、“北京故事”明信片、

“北京故事”便签等“有故事”

的衍生品，还将与计划9月

展开的“北京故事巡演”联

动，把邮筒“搬进”剧场。观

众在剧场里将明信片快递给巡演所在

城市的朋友，即可在巡演期间领取“北

京故事”演出票。此外，一系列戏剧主

题公益沙龙活动、经典戏剧公益放映

展、“北京文化”浸没式体验等线上线

下项目也将陆续开展。 （京 艺）

2018“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

讲述“有故事”的人生

《《喜欢盒子的人喜欢盒子的人》》

《《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