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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忠实于原著的忠实于原著的““魂魂””
——话剧《平凡的世界》三思 □仲呈祥

一

在中国话剧界，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极具实

力，是祖国西北的一支主力军。近几年来，该院

新创剧目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注重配置地方

文化资源，尤其是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代陕

西作家的文学名著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先是改

编了陈忠实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在全

国各地巡演，令话剧界耳目一新，众说纷纭；如

今，又把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平凡的世界》搬

上了舞台，在京沪等地成功演出，再次彰显了中

国西部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话剧艺术的强大生

命力和感人魅力。

如果说，选择把《白鹿原》改编搬上话剧舞

台，主要是因为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誉满文

坛；那么，选择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

舞台，却是需要胆识的。众所周知，这部小说

尽管也荣获了茅盾文学奖，但连同路遥的另一

部小说《人生》，在学术圈的专家教授学者那

里，并不如《白鹿原》那样被高度评价，甚至在

至少有三部我读过的进入高校课堂的被认为

学术成就高、学理性强的当代文学专著中，要

么根本忽略未提，要么轻描谈写，一笔带过。

但是，在广大读者中，却一直被热读追捧，成为

畅销小说。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

导演吴天明曾把《人生》改编搬上银幕，在全国

观众中激起了一股令人难忘的“人生大讨论”

热潮，人们竞相争议：进了城的农村青年高加

林，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究竟应当坚持与

在农村青梅竹马的刘巧珍相恋才道德呢，还是

为了能留在城市移情别恋与有权贵背景的黄

亚萍相好呢？一部电影鉴赏，提升了广大观众

的道德素养与婚恋情操。此情此景多么令人

感慨。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剧界先后又有两位

导演杨阳、毛卫平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屏

幕，尤其是毛卫平版欣逢党的十八大之后播

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再加上广播剧、

电视剧的传播，《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几代人的

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有权威的评判者。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慧眼识珠，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舞

台，这种明智选择值得称道。

二

把纸质上平面的、靠语言结构的长篇小说

的文学思维成功转化为舞台上具象的、靠演员

表演完成的话剧的视听思维，确非易事。

首先，是对原著精神灵魂和价值取向的精

准把握。这就是路遥执著坚守的为农民抒怀、

为农民抒情、为农民呼号的诗意现实主义创作

精神、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他长期扎根于现

实沃土，扎根于农民群众，无论直面农民人生课

题，还是深挖农民土地情结，他都用心用情用功

用自己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描绘了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的巨变，雕塑了丰富多样的当代农民

形象，唱响了普通农民在人生道路和平凡世界

艰苦创业的感天动地之歌。这便是原著的

“魂”。话剧《平凡的世界》也正忠实于这“魂”，

紧扣这“魂”，并凭借话剧语言独特的审美优势

去凸现这“魂”。筑“魂”养心，提升民族精神素

质。正如该剧制作人、陕西人艺院长李宣说得：

“剧场是一个民族思考的地方，希望我们陕西人

艺的戏剧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给所有的观

众带来最大的意义是让他们去思考。”

要把百余万字的长篇巨著改编为两个多小

时的话剧而又不失原著之“魂”，就必须遵从话

剧艺术的艺术规律和审美优势，从人物、结构上

加以整体调整，力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记得

美国电影美学家乔治·布鲁斯东在其名著《从小

说到电影》中曾说过这样的意思：电影改编小

说，是电影编剧把原著小说家用文学语言思维

建构的一座小说的艺术之山，完全吸收消化掉，

然后彻底粉碎掉，留下一堆未曾加工过的但却

闪烁着原著精神灵魂光辉的创作元素，再按照

电影视听思维的规律和优势将这些宝贵的元素

重塑成一座电影艺术之山。所以，电影家并非

匍匐在小说家膝下的忠实的翻译家，而是另一

门艺术的真正的创作者。我的恩师美学家钟惦

棐先生也作过类似阐释。电影改编小说如是，

话剧改编小说亦如是。编剧孟冰深通此道。他

显然全面吸取了此前改编《白鹿原》的经验和教

训，只从百余万字的小说素材中精心提炼出四

组爱情关系——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贺

香莲、田润叶与李向前、郝红梅与田润生，并以

此结构全剧。

孙少平与田晓霞，是最能体现有理想、有追

求、有情怀、有担当的青年一代。少平少平，是

最不愿平平淡淡度过一生的青年，他最敏感地

感受到改革大潮的激荡，不满现状，“不知道为

什么，我现在特别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我要试试自己的本事……我要体会一下什

么叫生命价值”。晓霞晓霞，是最渴望拂晓彩霞

拥抱新生的青年，她笃信“人生在世，是不是都

想追求轰轰烈烈，因为追求不到，所以才平平凡

凡”。俩人心灵相通，精神一致，故而历经坎坷，

贯穿全剧，终于走到一起，彰显出作品的价值取

向。孙少安与贺秀莲，是最平凡最现实的农村

青年。少安少安，是最愿安安稳稳负重度日的

有为平凡的人，他深知自己与田润叶彼此真爱，

却因贫穷以“我想通了，你要是真心喜欢一个

人，就应该让她生活得更好”为由，违心地另与

他乡不要彩礼的素不相识的贺秀莲结缘。而贺

秀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身染重症，还深情地

说：“少安，你知道我，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

什么吗？……我，我捶死你！”相濡以沫，同船共

渡，多么感人的平凡一对啊。至于田润叶与李

向前，那是一对被功利物化了的畸形婚姻。田

润叶对李向前坦言：她心里爱的是少安哥，“我

并不想和你结婚……可现在的社会环境，还有

家庭都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只能服从他

们的安排。”而作为官二代的李向前，婚前是单

相思，婚后遇祸截瘫，却被不爱自己的妻子“尽

责照应”。还有郝红梅与田润生，更是吟颂出超

越门第与功利观念的农村青年男女间纯真爱情

的一曲赞歌。

四组爱情故事结构的这样一部话剧，深刻

展示了路遥对改革大潮中农民青年爱情观婚恋

观演进的辩证思考：那种传统的“有爱而婚，无

爱便离，失恋则死”的艺术母题在改革大潮的荡

涤下是需要超越的。第一，爱情诚可贵，但却不

必因失恋而死，如田润叶；第二，爱情虽美好，但

必有所附丽的物质基础，如孙少安；第三，爱情

须时时更新，方能生长持久，如孙少安与贺秀

莲；第四，男女爱情是纯洁排他的，但并不自私

自利，如田润叶、孙氏兄弟；第五，无爱的婚姻是

不道德的，如田润叶与李向前。我这样读解，是

否把话剧《平凡的世界》看成了单一的爱情题材

了呢？非也。因为话剧在讲述这四对男女青年

的爱情故事时，主要是发挥话剧艺术独特的审

美优势来构筑戏剧情节的，而这些戏剧情节不

仅是活跃于这些情节中、并决定着情节发展走

向的人物的性格的发展史，更是人物所处的改

革背景的社会关系发展史。联系网络这部社会

关系发展史的关键人物和枢纽，便是铸成润叶

与向前婚姻悲剧的老支书、田氏姐弟之父田福

堂。且听他真切沉痛地解剖自己的心声：“润

叶，向前，我……我已经是落后之人啦。在社会

上，我已经落后得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

是资本主义了。在家里，我又落后得分不清什

么时候听我的，什么时候听你们的。我知道，像

过去那样我一个人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的日子

再也不会有了……”可见，话剧通过四对爱情故

事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所透示出的改革时代

的社会关系，令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内蕴和

直抵人心的美学品位。

三

话剧《平凡的世界》的导演艺术与舞美设计

都颇具匠心。宫晓东导演在精神指向、题旨开

掘和演员表演、舞台调度的整体把握上，都更臻

成熟。“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回到从前，从

记忆的宝库里，找回难忘；从发展的留痕中，找

回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在历史记

载中无法找到的平凡人生。”他的这段导演阐

述，精准地活画出这部话剧呈现的整体风貌。

也许唯其如此，我感受到全剧回望过于凝重而

前瞻略嫌不足。须知，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咐：

“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

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

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张武精心设计的三层转台，既寓意深沉，又营造

出凝重的舞台艺术氛围。正如他自己所言：“旋

转是一种运动，其动力来自生活一圈又一圈、日

子一天又一天的周而复始；宏伟的浪潮席卷着

每一个平凡的人，斗转星移、乾坤反转；平凡的

人们苦苦寻觅，面对沉重的生活的碾压，永不放

弃、埋头苦干、勇往直前；碾压过后，是能量的聚

集，是世代的延续，是希望的田野，是这片土地

上的劳动人民对待他们平凡的世界的伟大的永

恒的开拓。”全剧审美运思上的托物言志、寓理

于情，审美结构上的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审美

呈现上的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

行的统一，都尽在其中了。

话剧《平凡的世界》的舞美设计不平凡，如

此庞大的转台设计，戏再好，恐也只能在大城市

的大剧场演出，这给下农村、赴基层演出带来无

法克服的困难。再者，硬把发生在县城城外、县

城中学、双水村孙玉厚家、孙少安砖厂、李向前

家新婚房、黄原市、六牙湾煤矿等不同场景的戏

都放在三层转台上来演，时间空间的艺术呈现

在真实性上就不能不受到局限。更何况，路遥

作品的诗意现实主义精神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

的独特可贵之处，便在于他能身处平凡的世界

却远超现实人生的天地情怀。他好似继承了前

贤屈原的《天问》精神，总是自觉地与天、与地、

与宇宙对话，他是一位诚如哲人冯友兰先生所

概括的“人生四境界”中具有最高的“天地境界”

的大作家。话剧舞台上虽然出现了路遥的形

象，但限于这庞大的转台设计，实在无法游刃有

余地从容表现他与天地对话的高远的“天地境

界”了。不知宫、张君以为然否？

微电影的兴起是与网络新媒体以及自媒体的风起云涌密不

可分的，短小精悍的体量与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碎片化的信息接

受方式相适应，微电影投资小，传播、收看的便捷也是其迅猛发

展的因素。微电影创作几乎涵盖了大银幕所有题材类型，既可独

立成篇，也可做成系列片，越来越受到主管部门和从业者关注。

《撒花坡》，一个很文学、很美的名字，是一部时长只有26分

钟的微电影。故事却没有“撒花”那么浪漫，而是讲述了彝族群众

在撒花坡扶贫修路的艰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以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为素材的影视

剧已有不少，用微电影艺术形式表现扶贫还是第一部。微电影的

故事不可能错综复杂，选择微电影讲述扶贫，考验的是叙事的角

度。撒花坡是因为没有路才一直穷，主创以类纪实风格聚焦回到

家乡当村官的彝族大学生秋红，带领全村35户彝族同胞修路的

故事，叙事核心是要修路就必须做通自己亲大舅毕摩的工作。毕

摩是彝族村民最敬重的长者，彝族同胞的婚丧嫁娶乃至祭山神

都必须由他主持，如果修路经过的风水宝地被破坏将惹怒山神，

毕摩就成了最大的罪人。撒花坡的扶贫不仅面临偏远山区恶劣

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团结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如何解决脱贫致富

与传统民族文化习俗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不是为

了彰显一方官员的政绩，而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种幸

福生活不只是物质上的吃饱饭、把洋芋卖到城里挣到钱，也包括

精神上彝族同胞宗教礼仪的信奉。

我们看到，影片一开始，就是扶贫工作队五次为修路登门毕

摩家都吃了闭门羹，但是书记一点儿没生气，更没有怨气，反复和

扶贫干部说，要尊重并理解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尽管围绕修路

的矛盾很尖锐，但故事讲得和声细语、娓娓道来。其实，彝族村民非

常有自尊，都不愿意戴上贫困户的帽子，毕摩本人何尝不想村里

早日修好路，让村民别再因为土路颠簸而影响洋芋等土特产的销

售。要脱贫，先修路；要修路，必须毕摩点头。等待毕摩同意，就拖延

了脱贫的时间，但如果贸然强行修路，必然导致包括毕摩在内的

彝族村民的反感，这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民族政策背道

而驰。千百年来，彝族同胞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夷族，分而治之，

唯有新中国将彝族同胞视为祖国大家庭中当家做主的一份子。当

年毛主席将带有贬义的夷字，改为“上面有房，下面有米有丝”，富

有吉祥寓意的彝字，得到彝族同胞由衷的拥护。从片中我们看到，

扶贫工作队的理解包容，亲外甥大学生村长的耐心，加上其妹妹

因为村路颠簸险些耽搁了心脏病救治的事实，这些最终让毕摩认

识到，修路是为了让彝族村民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大好

事一定会得到山神护佑。最终，脱贫的路修通了。

该片编导很

好地利用了微电

影艺术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的传播

效应。同时，作为

一部少数民族题

材，导演叶多多大

胆启用非职业演

员本色出演，方言

台词、民族服饰、

原生态山歌、神秘

色彩的彝族祭山

神仪式，都增强了

影片的地域特色

和真实感。

路通了，撒花

坡上洒满了彝族

村民的幸福。

洒满幸福的“撒花坡”
——简评首部扶贫题材微电影《撒花坡》 □高小立

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共湖

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省文联主

办，湖北省美协、湖北省国画院承办

的“写意长江——湖北省中国画作

品展”11月14日至18日在中国文

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行。此次展

览共展出中国画作品127幅，主要

突出长江主题，体现了当下湖北中

国画创作的主流方向和艺术水平。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

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产生

了巨大影响。湖北省地处长江中

游，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亘古至今，滚滚长江一直

为我们孕育着光辉的历史，也成就

了绚丽浪漫的荆楚文化。近年来，

湖北省国画院坚守“传承、创新、国

风、楚韵”的学术理念，多次组织画

家遍及长江两岸，开展湖北画家画

湖北等活动，尽情地描绘荆楚大地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面貌，把湖北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成果以

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创作出数以

千计的作品，打造了“荆楚内涵，中

国表达”的艺术发展道路。

（文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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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好老头儿汪曾祺（特写）…… 野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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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短篇小说）………… 曹 永
埋了你的牙（短篇小说）… 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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