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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神韵的再现
□毛时安

话剧《平凡的世界》是陕西人艺，是中国

戏剧界，是中国艺术界献给改革开放 40周

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一份沉甸甸的厚

礼。整个演出质朴的就像黄土高坡沟壑风中

摇曳的野草一样，有着如此神奇能穿越时间、

年龄、地域的力量。让30年前流过的热泪今

天依然溢满观众的眼眶。

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有着自己“一

览众山小”的精神高度的作品。30多年来，中

国走过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平凡的世界》相当全面而准确地展现了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

史转折时期的时代生活。尤其是以孙少平、孙

少安这群陕西青年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

中国人的人生选择。看到了坚冰的融化和阳

光透过云层的穿射。《平凡的世界》是中国道

路的形象画卷。能够走过这样一条艰难曲折

通达未来的道路，在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被

改革开放激活的改变自己命运从而改变国家

面貌的中国精神。在剧场里，我们看到了男女

主人公们在事业、情感和人生选择时的内心

冲突、挣扎和深化，有着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精

神力量，是中国精神的深刻史诗。走进剧场，

看见《平凡的世界》舞美这么气度恢弘，这么

简约，像黄土高原一样质朴，黑压压地冲击着

我的视觉，我有种压迫感，有种真正意义上的

震撼感。

话剧《平凡的世界》高度浓缩了小说的基

本内容，保留了基本的人物关系。孙少平、孙少

安向我们迎面走来。他们不甘于平庸落后的生

活，在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中改变着自己的命

运。他们始终在向往追求着有精神价值、有自

己尊严的生活。这里有黑面馍和兑水菜汤度日

的贫穷、煤窑压烂脊背的苦难，也有黄土地上

挥汗如雨的劳动，有少安和润叶超越门户的浪

漫相爱，也有他和秀莲贫穷实在深沉的爱情，

而希望则像一束火光从头燃烧到剧终，在主人

公的内心一直有着理想的世界。

中国在进步。少平兄弟生活、奋斗的时

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他们身上改变自

己改变命运所需要的百折不挠、虽九死而不

悔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气概和精神，和山

川大地一样永恒。生活就像话剧中表演的那

样，总有纷纷扬扬的雨雪覆盖，但心里要有阳

光、有灯光。阳光照路，灯光暖心。这就是说，

他们具体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复制的，但他们

的精神是可以再生的。艺术要热情回应时代

的精神诉求。话剧《平凡的世界》继承了小说

原作的精神，以其现实主义独有的宏阔丰厚、

复杂和粗粝，回应了当下时代迫切的精神诉

求。话剧再现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

文学雄心，就是要用文学、用文字拥抱这个时

代，拥抱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再现作品所呈

现的那个丰厚的、复杂的世界的生活。所以孟

冰以话剧那种穿透表象的历史眼光，将改革

开放这40年来的奋斗浓缩为《平凡的世界》

搬上话剧舞台，这些人物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身边所有的人。我非常看好这台戏，而且陕西

人艺这群演员，没有过分的名利的牵绊，他们

对自己角色的投入，使我看到了很多剧团所

没有的精神气质。在舞台上，非常有冲击力，

每个人都非常投入。

在艺术上，话剧《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

肃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方正有力，没有取悦时

尚趣味的媚俗气息。它节奏缓慢而沉重，就像

是时代的脚步。话剧在反复提取意见的基础

上不断精心打磨，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艺

术家只有把心紧贴在裸露的大地上，才能听

见大地心跳的声音，才会到达理想的高度。小

说入选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的40部小说。

作者路遥入选改革开放40年 100名先锋人

物。而话剧则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样式再现了

小说的神韵，而且表达了对作家和作品的高

度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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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历来受

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然其每一次的

重新演绎，也总会因为老艺术家们的

珠玉在前，而给新的创作者们提出不

小的挑战。如何在原汁原味一展经典

样貌的同时给作品注入当下的时代认

知，是老戏新排时的永恒话题。时下，

阔别舞台22年的话剧《古玩》以全新

面貌重新立于首都剧场的舞台，新的

主创阵容，新的演出样式，带给作品以

崭新的生命，让这部承载着不少期许

的剧作得以与新一代观众见面。

话剧《古玩》公演于1997年，由林

兆华、任鸣导演，首轮演出即创造了连

续上演75场、票房逾百万的佳绩。这

对当时处于行业集体式微的戏剧界显

得尤为可贵。该剧编剧郑天玮并非写

作科班出身，她是北京人艺“81班”演

员学员班的一员，因《雷雨》中的四凤、

《北京人》中的瑞贞、《家》中的鸣凤等

人物形象为观众所熟悉。话剧《古玩》

作为她创作的首个剧本，一出手便不

同凡响。应该说，以一个三十几岁的年

轻“业余”编剧的阅历和笔力驾驭这样

古老、厚重的题材，并能写出其中的世事变迁、人

生沉浮的岁月沧桑感和隐含在古玩背后的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其难度可想而知。

该剧以老北京一条商业街上隆、金两家因一

对古鼎而产生的明争暗斗贯穿始终，展现了一幅

清末民初世事沉浮动荡的画面。剧本创作历时两

年，参看了《古玩史话与鉴赏》《琉璃厂小志》等著

作。四幕戏可谓一幕一个时代、一幕一片气象，既

是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量身打造，也是对过往

“京味儿”经典的一次虔诚致敬。不加避讳地说，

剧中确是有着一些借鉴的痕迹，但并非是东施效

颦，而是在充分理解吸收后的进一步诠释，譬如

第二幕开场的挂（国）旗，在话剧《天下第一楼》的

第一幕也有类似的运用，侧面交代着剧中“改朝

换代”的历史背景，可谓匠心独运。

《古玩》第一幕着重展现了清末一条老北京

古玩商业街的大貌，既有隆、韩、金三家毗邻买卖

的外景戏，又随时穿插有某一家买卖的内景戏，最

为考验导演对舞台设计和演员调度的功力。这一

幕的时间设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儿”，隆家办

寿日、韩家娶媳妇、金家买卖开张，戏剧事件与情境

从一开始便高度缠绕集中，信息量十足。编剧借新

来此地开店的金鹤鑫与日本人黑山的视角，为观

众介绍了古玩界的知识典故和剧中的人物关系、

历史背景。这一符合人物身份、利于角色性格塑造

的巧妙编剧手法曾在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中得到

运用。话剧《北京大爷》中的第一幕，就以三儿子德

文满带新女朋友来家里吃饭这种方式，交代了剧

中的人物关系和主要矛盾。这种现在看来有些

“老范儿”的写作手法在当下戏剧舞台上几不可

见，取而代之以说书人、画外音，甚至字幕投影、节

目单上的一段话，未免太过直白生硬。

《古玩》第二幕、第四幕均发生在隆家后院这

一个场景。前者以一段段有关隆桂臣身逢乱世不

得不造假的处事哲学相串联，以小场

景的探讨映射大时代背景中的军阀混

战、民不聊生。这种以小见大正是北京

人艺话剧创作屡试不爽的成功诀窍。

后者集中安排的几位垂垂老矣的角色

重聚则有着话剧《茶馆》第三幕三位老

人话沧桑的影子。

《古玩》第三幕的地点设置是全剧

惟一跳脱出商业街的，单独描写了发

生在北京八大胡同一家二等妓院里的

一场有关总统选举的政治斡旋，将前

一幕以小见大的描写更深入一层的同

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致敬了曹禺先生

《日出》的场景设置，但绝非让男女主人

公一闪而过，把舞台交给苦命的妓女和

无耻的各色人等。《古玩》的第三幕将官

与商、商与商之间以性命为赌注的诡谲

心机和智慧博弈发挥到了极致。就在

主人公隆桂臣戏剧般地逃出升天，观

众刚刚长吁一口气放松一下的时候，

已然流落烟花巷的落魄格格倪香突然

出现。隆桂臣亲手为她插上了当年由

她卖给隆家的那只王府金钗。此时台

上台下惟有全场观众与隆桂臣了解倪

香与这只金钗的过往渊源，这一编剧巧妙的共情

设计将饱含岁月洗礼、似被命运裹挟的悲辛遭

际传达出难以吐露的人生况味，可谓五味杂陈。

全剧情节最大的争议在于结尾，有部分观众

对其中的某些细节提出了质疑。比如秀王爷将自

己珍藏多年的大宋钧瓷碗摔碎的行为没有情理

上的充分性；日本人黑山的跪地谢罪设计，民族

主义情绪太过强烈，破坏了全剧古朴隽永的艺术

格调……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为演员的精

彩表演所掩盖。

此番唐烨导演新排《古玩》，最大的变化在于

演员——清一色青春袭人的阵容，除饰演隆老太

爷的张万昆外，均为剧院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

多人是首次在这样厚重的历史剧目中担纲主要

角色，甚至刚刚从学校毕业步入剧院不久的新面

孔也有不轻的角色担子。剧院促使新一代北京人

艺人摆脱青涩、尽快成长，乃至完成蜕变、接过舞

台接力棒的殷切之心不难察见。王雷与荆浩饰演

的隆桂臣与金鹤鑫，仿佛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明暗相继，纠缠争锋，酣畅淋漓。李小萌饰演的倪

香，在三幕戏的三次出场虽然都很短暂，却给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颇见功力。闫巍的叶秋山、雷佳

的秀王爷、苗驰的黑山、李麟的褚万朴、闻博的丁

花等也对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开拓，给这部“旧

作”带来了一抹新的亮色。此外，新版《古玩》在写

实还原了第一幕开场古玩商业一条街繁华景象

的同时，对全剧结尾的舞台处理也做了调整。隆

桂臣在一大段祭奠父亲、总结一生的内心独白

后，留给观众一个走向茫茫火海的孤独背影，与

开场的热闹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头一尾的

改变，不再刻意强调剧中涉及的民族性，而把更

多的笔墨集中在关于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和哲学

的探讨，把更多的空间留白交给观众去思考、回

味，定会生发出无限的感慨。

作为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

的参演剧目之一，由中国评剧院打造的原创评剧

2019版《藏地彩虹》6月7日至8日在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全新亮相。该剧由张明媛编剧，熊源

伟导演，王平、王丽京、孔继光等主演，首演于

2017年12月。

该剧根据北京榜样——北京安贞医院小儿

心内科顾虹医生、北京援藏医疗队以及其他行业

援藏干部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通过两代援藏人

的故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西

藏发展的关怀和投入，弘扬了老西藏精神，再现

了“中华一家亲”血浓于水的情感世界。在治病

救人的同时，剧中人也完成了自我的心灵洗涤，

谱写出一曲新时代民族团结的颂歌、老西藏精神

的颂歌和生命光辉的颂歌。

新版《藏地彩虹》将故事更多集中在援藏干

部、援藏医生、医患关系上，更注重人物情感世界

的细腻刻画。唱腔上更加突出各个流派唱腔的

艺术特点，突出地域色彩，强化戏剧张力。新版

的舞美样式更加现代化，以虚拟写意的呈现方

式，凸显西藏高原的辽阔广袤、清澈透亮、天高云

淡、水天一色的地域特点。 （京 艺）

记得在央视戏曲频道的一个节目中，主

持人问一位京剧名家：对戏谚“千斤话白四两

唱”应如何理解，这位名家答曰：它充分说明

念白的“重要性”。予谓此言差矣。此谚是将

“念”与“唱”对比着说的，“千斤”与“四两”的比

重是何等悬殊，如果“念”的“重要性”有“千斤”

之重而“唱”只有“四两”，那么“唱”岂不是无足

轻重了？实际上在京剧“四功”中，“唱”还是居

于首位的。此谚意在强调，相对来说“念”比

“唱”更难掌握，这正是票友们普遍的怕“念”

不怕“唱”的原因。

一部新戏，剧本写得再好而无好的唱腔，

也是难以立得住脚的。因此，写京剧评论，也

必须着眼于它的唱腔，否则就与评论一部话

剧或影视剧没什么区别了。

2016年尚音爱乐首发一篇文章，题目叫

《京剧乱吃药，想不死也难》，迄今尚有许多平

台在转发。这是一篇真正懂京剧的人撰写的

评论。该文认为，京剧是“以唱为主的艺术”，

其本质就是“卖唱”，决定其生死存亡的是唱

腔。近若干年来，新编京剧为数不少，但大多

在演出一两场获取个什么奖项之后，即刀枪

入库，马放南山，销声匿迹了，不仅没有剧团

搬演，连一个唱段都无人传唱，即便是当年曾

轰动一时、获奖无数的《曹操与杨修》也难以

摆脱这样的命运。其中的一个唱段倒是有一

人在传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正是该剧

的主演尚长荣先生自己。翁偶虹先生是公认

的编剧大家，他一生写戏百余出，也大多湮灭

无存，唯《锁麟囊》久演不衰并广为传唱，剧本

固然好，但主要还是有赖于程砚秋先生利用

一年多时间研磨出来的脍炙人口的程派唱

腔。该文作者还富有深意地说：“我非常厌恶

样板戏，却非常欣赏样板戏的唱腔。”其中尤

其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剧的

唱腔，是由李少春、刘吉典、李慕良、于会泳等

行家里手编创整合的，如果它也像现在某些

新戏的唱腔那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不可

能至今还有许多人在传唱。该文强调，没有人

追摹学唱的剧目，必定昙花一现，已为近200

年的京剧发展史所证实。

我们再看一篇评论京剧《北平无战事》的

文章。笔者没看过《北平无战事》的剧本和演

出，无意全面评价这篇剧评的优劣，但根据作

者评价该剧唱腔的一句话，即可推测出他并

不熟悉京剧的唱腔。文章说：“一段‘反二黄’，

接‘慢板’，再接‘原板’，唱出了过往的艰

辛……”让人莫名其妙。京剧的腔调有二黄、

反二黄、西皮、反西皮、四平调、南梆子、高拨

子等，每种腔调又包含有各种板式（多少不

等）。“反二黄”中有导板、回龙、原板、慢板、快

三眼、散板、摇板等板式，你只说演员唱了一

段反二黄，他唱的是反二黄中的哪种板式呢？

另外，二黄、西皮、四平调、反二黄都有原板和

慢板，南梆子、高拨子也都有原板，演员唱完

反二黄（不知什么板式）又接慢板，再接原板，

这又是哪种腔调的慢板和原板呢？把概念不

同的反二黄（腔调）和慢板、原板（板式）并列

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京剧剧评只能叫

人越看越糊涂。

言 论

写京剧评论必须着眼于它的“唱”
□史震己

新版评剧《藏地彩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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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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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是近年来中国话剧坚持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新史诗的重要成

果。该剧不仅保留了路遥小说的主体情节和

精粹成分，而且浓缩提炼了合乎戏剧逻辑的

感人场面和人生意境。其主题内涵丰富而有

机统一，它涉及生与死、悲与喜、幻灭与追求、

平凡与伟大、短暂与永恒、自然欲望与理性选

择、人生苦难与精神升华等多重人生哲理命

题。大转台的旋转是生命循环往复、不断求索

的轨迹，土色的大碾盘、窑洞、坡坎，是起伏的

命运具象化的表征。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苍天厚土

的子孙。他们的生命状态呈现着黄土的厚重

与雄浑，他们的文化血脉流淌着民族的顽强

与坚韧。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剧不输于俄罗斯

戏剧家列夫·朵金导演的《兄弟姐妹》，或者可

以说，它是中国版的《兄弟姐妹》，透过个体生

命的苦难和战胜苦难的勇气，表现的是民族

在历史的重轭下承受、坚持、跋涉、奋进的精

神轨迹。

作为一台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平凡的

世界》将典型环境、典型情境、现实语境融为

一体，表现得非常好。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透

过人物的行动、命运的轨迹，以及个性化的语

言，甚至有时代符号特征的流行歌曲，表达得

很完整、很贴切。甚至可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

宏阔的历史画面，既显现了波澜壮阔，也有喧

嚣躁动；既有酸甜苦辣，也有起伏跌宕。

该剧成功地表现了时代特征，有生活气

息，有力度血性，甚至在舞台上创造了带有雕

塑感的典型人物。孙少安与孙少平既相互区

别，又互为表里：少安是传统框架里的少平，

少平是迈向现代社会的少安。

主人公少平是有梦想的时代青年，他渴

望走出村庄，发现新的世界，探索人生意义。

少平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纯洁、善

良、正直、肯吃苦、有抱负、有理想、有担当，他

救下小翠，替哥哥还债，热恋活泼的城里姑

娘田晓霞，同情失去矿工丈夫的惠英，促成老

支书田福堂一家的大团圆。他处境低微，却从

不自卑，尤其是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曲折跌

宕，动心动情，超凡脱俗。少平之所以痛苦，不

在于他经受了多少磨难，而在于他一直拥有

梦想，并且坚持着更高的精神追求，他的苦谱

成了他生命的诗。

该剧具有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感，朴实动

人，具有细节的真实性。比如少安与田润叶、

贺秀莲，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李向前与田

润叶，田润生与郝红梅，王世才与惠英，这五

组爱情关系交织得很紧密，各有动人之处却

绝不雷同，让观众情为之牵，心为之动。在细

节真实方面也体现了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成

功之处，比如润叶新婚之夜的身体抵抗、李向

前受伤后情绪的宣泄、亮亮伸出被子的小脚

丫、田福堂埋头吮吸洒在桌上的酒……都颇

具戏剧形象的生动性和表现力。

这一场演出，演员的表演状态很好，形成

了很高程度的默契。全剧融合了高亢与苍凉

两种旋律，也是话剧民族化的新成果，整体意

蕴显示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人文情怀、浓郁

诗意。韵味悠远的陕北民歌“泪个蛋蛋抛在沙

蒿蒿林”，这样熟悉的旋律在剧中规定情境中

响起，产生了熟悉的陌生化、奇异化的新效果。

该剧有诗意，有象征。面具的造型，雕塑

感的人形，承担着歌队作用的群众，增强了

整台戏剧演出的史诗性。该剧内容丰盛，剧

情饱满，场面宏大，叙事流畅。导演很好地

处理了形象画面的多与少、静与动、繁与简

的辩证关系。时空转换灵活，节奏鲜明紧凑，

群像戏铺得开，双人戏收得来。戏剧韵律在

悲欣交集、一张一弛中形成，产生了一唱三

叹、情义绵绵的艺术效果。剧尾以众多演员

前行的身体姿势，群像式的显现了伟大时代

广大人民永不停歇的奋斗进程。

流淌着民族的顽强与坚韧
□宋宝珍

评 点

6月20日至23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

的话剧《刘真来啦》将在北京国话先锋剧场演

出。该剧由编剧李铭的一部短篇小说改编而

成。全剧以退休老干部杜老太太同农村来的保

姆刘真之间，在日常相处中因人物性格与观念的

差异而造成的种种摩擦、矛盾及其化解等为戏剧

主线，以亲子关系、社区关系等人物关系的推进

为辅线，用幽默、温情的生活化叙述呈现了一个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与“我”的故事。

导演单冠朝谈到，作为一部主要由青年人担

纲主创的作品，该剧的创作中凝聚了整个团队的

创意与匠心，全剧采取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基调去

展示生活的琐碎与变化多端，在幽默感与相对严

肃的分寸把握之间，传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与态度，同时也希望以这样一部贴近生活的剧

作，引发年轻观众对父母辈更多的理解与关爱。

据介绍，该剧舞美与灯光的设计也立足于全

剧写实的基调，并辅以抽象化的设计与多重灯光

效果的应用，试图在将观众代入不同情境的同时

展现出剧场艺术的独特魅力。 （路斐斐）

话剧《刘真来啦》讲述老人与“我”的故事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