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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运家运命运中熔铸鼎魂与心魂
——评苏剧《国鼎魂》 □徐志强

7月12日，北京启皓戏剧社在河岸剧

场举行了话剧《普罗米修斯》的首演，我和

很多中国观众一起，体验了这部从公元前

5世纪伟大的雅典戏剧家埃斯库罗斯《被

缚的普罗米修斯》改编而来的戏剧。总体而

言，这部由李唫导演的“中国版普罗米修

斯”忠实于原作，又有巧妙创新之处。

现代中国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古希腊

都是如此遥远。但观众可以在月明之夜，青

草葱茏的河畔露天剧场里，感受普罗米修

斯这位众所周知的古希腊英雄的伟大事

迹，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导演李唫是大师罗锦鳞的学生，非常

年轻，他给这部戏带来很多创新之举。该剧

塑造了两个普罗米修斯，其中一个普罗米

修斯的形象，即“暗黑普罗米修斯”（韦昌明

饰）很有新意，他与真实的普罗米修斯、与

其他人物有很多对话，在舞台演绎中起到

了丰富戏剧层次的作用。我还看到，导演引

入了一个代表人类的角色，即普罗米修斯

深深喜爱的人类。泰坦神教给他生活的艺

术，并给予他珍贵的火种。

该剧接连演出了3天，我去看了两遍，

看戏后采访了李唫导演。他说，在埃斯库罗

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的独白又多又长，

并且大多时候都是指向自我的内心独白。

为了打破舞台上的单调，他引入了“另一个

自我”，就是暗黑普罗米修斯。同时，这个角

色也有象征意义：他代表了每个人内心的

良知。在“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和“暗黑普罗

米修斯”之间、感情和理性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

导演还希望向观剧的观众抛出诸如此类的疑问：在

生活中我们必须遵从什么，是心情，还是大脑的建

议？“真正的自我”和“暗黑的自我”之间的冲突，也

代表着每个人灵魂中的两个“自我”之间的冲突，即

绅士亨利·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之间的斗争。普

罗米修斯对“人类”超乎寻常地热爱，所以从众神那

里偷盗火种，交给人类，以对抗宙斯。可在真实的普

罗米修斯大义凛然地说话时，有时戴面具、有时不

戴面具的暗黑普罗米修斯却在讥笑他，谴责他。

“人类”这一角色，由演员朱波饰演，将人类拟

人化，但在埃斯库罗斯悲剧中并未出现。他是普罗

米修斯允许人类走出黑暗之前的隐喻。这个演员穿

着非常简单，一件棕色的长袍和一双同颜色的凉

鞋，他看起来像一个方济各会的修士。

在剧中，6位女士扮演的歌队充满热情和好奇

心，她们请普罗米修斯讲述他的故事，解释为什么

他被绑在高加索山脉的一块岩石上。歌队长说话字

正腔圆，歌队常常重复着她说过的

同样的话语。

雷一霆饰演的普罗米修斯，因

其完美的身材和高超的表演技巧脱

颖而出。当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

希望之时，舞台上有一道温暖的红

光亮起，这道“希望之光”使人们心

里充满了温暖。除了“希望”之外，他

还教会人类如何用火以及很多其他

技艺。当普罗米修斯与人类说话时，

他的表情和目光中，都有一种温和

的感情表达。当人类生病，普罗米修

斯给他治疗疾病的草药时，他建议

人类把草药吞下，并且把一只手放

在人类的肩膀上。普罗米修斯强调

他“自愿有罪”的事实。

伊奥的角色也非常引人注目，由美

丽、优秀的张圆圆饰演。在剧中，伊奥因

其被赫拉女神强迫而遭遇诸多不幸。她

不断问普罗米修斯未来命运会给她什

么。暗黑普罗米修斯试图限制普罗米修

斯，不要给她透露太多，但最终真正的普

罗米修斯向伊奥揭示了她必须面对的痛

苦，连暗黑普罗米修斯都不得不对这位

姑娘的不幸命运感到同情。在古希腊神

话中，伊奥以“小母牛”的形象示人。而在

中国导演的悲剧中，她身着长长的衣裙，

更加衬托出女演员的美。在服饰上，能够

看出导演尽量将古希腊元素和现代中国

审美相融合。

河神和赫尔墨斯这两个男性角

色，都是由女演员扮演的，她们穿着

典型的希腊长袍，角色反串，看起来

也比较有趣。

普罗米修斯出于对人类的爱而挑战

众神，被众神指责为“疯子”。然而在现代

社会中，谁是真正的“疯子”？其实“角色”

有时会被推翻：“真正的疯子”通常是大

多数人，即被公开承认为具有合理性和

值得尊重的人。而真正聪明的人、说实话

的人，却被降级去扮演“疯狂”的角色。

在悲剧结束时，普罗米修斯向人类

呼喊：“人类，你们会好吗？”但人类却没

有回应。为什么人类没有回应呢？这难道

不是一种忘恩负义吗？但李唫导演本人

给出的解释是：其实普罗米修斯一直不知道他给予

人类火种的做法是否正确。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战

争等残酷行为，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类一定已经

知道了“恶意”“残忍”“邪恶”究竟为何物。那么，如

果普罗米修斯没有给予人类火种和技艺，人类一直

处于完全无知、无罪的前文明状态，是否会更好呢？

从舞台演出的效果来说，我想对灯光师表达最

由衷的赞赏。灯光的巧妙运用不但使整场演出更加

生动和现代，也成功地“提醒”观众去专注于主要场

景的意义。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悲剧和启皓戏剧社

的其他演出一样，几乎完全是由非专业人员出演：

他们是老师、公司职员这样的普通人，只是因为心

中有对戏剧艺术的执著热爱，接受训练，登台表演。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生活如此忙碌的北京

大都市，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愿意为自己真心

喜爱的艺术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

人生态度。

贺兰山险入层云，万古长风动鬼神。

石器为符岩作纸，摩崖铸画史留魂。

千痕历历先民迹，万象昭昭上古音。

刀剑飞旋农猎壮，书檄递送战冲闻。

仓颉饮恨识文少，吴道含羞湀墨温。

岩画无言存往事，天书有幸世人吟。

在韩美林艺术馆看到了我的老师、训诂

学专家东炎先生为此馆题写的一首诗。该诗

气势磅礴，境象高远，用此诗来表达我对贺兰

山岩画的观感，非常贴切。

贺兰山岩画，是大约从春秋战国到西夏

时期，自远古以来活跃在贺兰山一带的羌戎、

月氏、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党项等民族留

下的艺术杰作，是中国游牧民族的历史标记。

走近她，你就贴近了先民生命的胎记。

他们把生产生活的场景，凿刻在贺兰山

的岩石之上，表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再现他们当时的审美观、社会习俗和生

活情趣。

在岩画深处漫步，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

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哲人早已说过，

对于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即便是你看到

了，但也无法说出，即便说出了，已经不是原

来的样子。

走进岩画馆，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

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先民们最初的

生活写意，这也是文化的开始。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人之为人的精神胎记。整体岩画馆

布局科学，构思精巧，观展和艺术兼得。这里

浓缩了人类史前的生态画卷，斑斓多姿，气象

万千。在此，可以纵览世界岩画分布的种类、

特点和历史人文。可以追溯人类最早的自我

体认和生命图腾。从中可以看出古老民族的

民俗风情、文化差异和自由表达。

在南北长20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就

有20多处遗存岩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贺兰口岩画。根据岩画图形和西夏刻记分

析，贺兰口岩画是不同时期先后刻制的，大部

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为，也

有其他朝代和西夏时期的画像。刻制方法有

凿刻和磨制两种：凿刻痕迹清晰，较浅；磨制

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贺兰口

岩画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都十分广泛，富

有想象力，给人一种真实、亲切、肃穆和纯真

的感受。众多岩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游

牧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风土人情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堪称是一处珍贵

的民族艺术画廊。用手摸一摸先祖留下的纹

路，那一块块石头静默在那里，仿佛在无言地

展示着千年的故事。我们说，当一块粗粝的

石头被刻上印迹之后，意义便会产生，历史就

此开始。

看着形态各异的岩画拓片和照片，仿若

亦能感受到祖先们渴望沟通，渴望表达，渴望

与人类、自然对话的那种心情。我可以想见他

们是随心所欲的，是一种游戏的心态。直观的

岩画里那些粗粝的线条，勾勒出的是一些可

爱的图像，在看这些图像时，我也想到了他们

当时的那种可爱以及玩童一样的神态。特别

是看到他们刻画舞蹈的场面，一个个因兴奋

而扭动的身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人们便

可感受到他们战胜自然的狂欢。他们也许想

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留下些什么呢？游

牧、狩猎、祭祀、巫术、劳作、包括交媾。这也

许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但却是他们生活的

主干。

贺兰山岩画中最为丰富的是“类人首”图

案。在靠北边的山坡上，从上到下刻满了“类

人首”，这里是贺兰岩画的精品区，据不完全

统计，大约有近60个“类人首”和30多个各

种动物的画像和符号，画面完整，图像清晰。

有许多生殖崇拜内容的画像，给人印象深刻。

在古人看来，生殖是人类繁衍和改造自然的

需要。特别是在他们无力抗拒自然灾害导致

的生死无常时，他们便对生殖充满敬畏意识，

他们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在

左右着他们，这就是远古祖先们的灵魂，灵魂

主要寄存于头部，“类人首”便成为他们表达

灵魂寄存之所的地方。为了实现人口繁衍、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就对自己创作的“类

人首”加以神化，进行祈祷，祈求神灵的保佑。

有一幅“类人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

人立于中央，以躯体为鼻子，双臂伸展上举，

如眉毛样，双腿分开弯曲合拢为唇，腰间的佩

剑则为目。整体图画夸张变形，而又栩栩如

生。让人不由得感叹古人的奇思妙想。

最有代表性的一幅就是“太阳神”。这幅

太阳神岩画作为贺兰山岩画中的代表作，它

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处的石壁上，在他的头

部有放射形线条，初看，有点猿猴的模样，重

环双眼，睫毛修长，炯炯有神。似有惊惧或怒

目相向。在这些远古先民的笔下，让我想到了

“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

天”，让我想到了“后羿射日”的典故，让我想

到了鲁迅少年时读过的《山海经》……特别是

当我看到了先民们创作的许多没有神瞳的双

眼，让我想到了人类没有灵魂的世界不知是

不是荒原？

在看岩画的时候，有一

幅图画让我很震惊，这就是

用螺旋形的圆圈表达人的灵

魂。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祖

先，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对灵

魂的表达，并且是用直观的

图画表现出来。这幅岩画很

特别，画了一个人的头，在头

的旁边画了一个螺旋状圆

圈，并且用一个线条将圆圈

与头连接起来。据讲解员说，

绕进去的圆圈有一种向里吸

引的感觉，让人有眩晕感，古

人感觉很神秘，就以为是一

种灵魂的东西。远古人表达的所谓的“灵

魂”，就像迷宫一样，看得人头晕。

人是需要敬畏的。我们的祖先敬畏两种

东西，一种是大自然，另一种则为生殖。那时

的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本身很弱，维持生

存就更不易，他们敬畏自然的强大。贺兰山

岩画中的代表之作——太阳神，就是这种敬

畏的结果。正因如此，自然图腾也就随处可

见。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生命的渴望，让

他们对生殖充满好奇与敬畏，生殖崇拜也因

此成为祖先们共同的仪式。

最后看到的一幅岩画是西夏时期刻的。

旁边有一竖行西夏的文字：德法能昌盛！在

它的右上方有许多用西夏文刻上去的“佛”

字。由此可见，北宋时期西夏王国对于佛教

的重视。

贺兰山岩画所构筑的不仅是艺术的世

界，也是精神的世界。每一幅画都似乎充

满着谶语般的展示，都潜藏着无可告人的

秘密，都丰富着自己的语言，都解读着人

生的意趣。岩画，这大美无言的神来之

笔，让我们触摸到了历史深处那悠远苍凉

的美丽往事。

摩崖铸画史留魂
——走近贺兰山岩画 □赵炳鑫

5月19日晚，由苏州市苏剧团创作演出的苏

剧现代戏《国鼎魂》献演于上海浦东新区文化艺

术指导中心群星剧场，这是江苏选派的代表本省

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唯一一台大戏。6月

2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上传来喜讯，

苏剧《国鼎魂》荣获我国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

奖——第十六届文华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苏剧《国鼎魂》是近年来苏州涌现的不可多

得的现代戏精品，剧情源于苏州潘氏一族保护并

向国家捐赠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实故事。该剧尊

重真人真事，但又离形得似，全剧紧紧围绕保鼎、

护鼎、捐鼎的故事主线来构筑戏剧冲突，将鼎运、

国运、家运、命运紧紧缠绕扭结在一起。一方面，

军阀贾大帅诈鼎，潘家独子家裕与出身名医之家

的丁素珍新婚之夜被拘为人质，终为护鼎自戕；

后又遭日寇逼鼎，穷凶极恶杀害了潘达于相依为

命的养子大毛；解放前夕，军统特务白正来抢鼎，

幸为闻枪声而至的解放军截获归还。为保鼎，潘

家刀光剑影、苦难相伴。另一方面，潘家贵为前清

名门望族，有“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之美

誉，还是收藏大家，势力与财富齐曜，号称“贵

潘”。在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的时代背景下，战乱

频仍，为严守潘祖荫立下的“谨守护持，决不示

人”的保鼎护鼎家规，为守护旷世国宝，潘家屡遭

逼迫，犹如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小舟，一任风吹雨

打，几近家财失尽、家破人亡，仅留下洞房之夜失

夫的潘达于谨守家规、孤寂护鼎于老宅中几十

载，此时家族的苦难命运与其曾经拥有的辉煌形

成强烈反差，令人唏嘘。

潘家为保鼎、护鼎付出了巨大代价，紧张激

烈的冲突、天人永隔的悲剧、孤寂无依的命运，强

烈地叩击着观众的心灵，让人在痛苦压抑中强烈

感受到，鼎运、家运、命运艰难的背后是国不泰民

不安，鼎难缘于国衰。全剧以鼎运来观照国运、家

运、命运的结构方式，让观众在深深动情动心的

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国兴才能鼎盛、“文运同国运

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主题意蕴。

该剧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剧中主人公潘

达于性格塑造的艺术方式可以用三个“对比”来

概括。

一是其命运之悲与护鼎意志之坚形成强烈

对比。新婚之夜，丈夫为保鼎自戕明志，医家闺秀

丁素珍未入洞房先守寡，殉情被救，随后又受公

公所托接受护鼎重任，并被赐名潘达于，同样因

为索鼎不成，养子大毛被日寇残忍杀害，家中佣

人雇工散的散、老的老，留下她在潘家老宅中时

梦时醒。早年丧夫、中年失子、守寡终身，家道中

落、孤寂无依，一个女人人生中几乎所有的悲惨

之事她都经历了。最亲的人皆因双鼎离她而去，

在她的生命世界里，她以命相护的大鼎，寄托着

她对亲人的全部感情与思念，承载着家族的重

托，饱含着她的全部希望。命运之悲与护鼎意志

之坚的强烈对比凸显其形象的情深义重。

二是为家为爱保鼎和为国护鼎形成层次对

比。新婚之夜丈夫被军阀扣为人质，她毫不犹豫

想交出大鼎换回丈夫，结果丈夫宁肯舍弃生命也

要保住双鼎，让她深受震撼，双鼎于丈夫于潘家

的重要性了然于胸。接受护鼎重托后，她更增添

了一份责任感。也因为保鼎，她深爱的养子大毛

死于日寇屠刀之下。丧夫失子，家族破落，困于潘

府的潘达于时晕时醒、晨昏不辨，却读了大量潘

府典藏，认识到双鼎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它

不仅是家族宝藏，更是国之瑰宝。自此，大鼎在她

心中的至尊地位由感性层面上升到情感与理性

并存的新境界，由为家保鼎升华为为家更为国护

鼎。这种对比使她的性格发展流动鲜活，为其护

鼎行为增添了崇高色彩。

三是形单影只的孤独与心灵的丰富形成鲜

明对比。潘达于恍惚孤独游走于潘府12年，寂寞

困苦谁人知，她感喟：“春长秋消情不改，一生寂

寞谁解怀。心魂熔铸双鼎中，沧桑深处回望来”。

这是她的心路历程，也是她人生悲剧的真实写

照。漫长岁月里，她恍惚迷离中回望反刍着自己

的人生，追忆着逝去亲人的音容笑貌，品读着中

华典籍，为亲人为家为国守护着大鼎，至死无悔，

她盼望着中华复兴、盛世来临，鼎归国家，国兴鼎

盛，这是她的情至，是她的心魂。孤苦疯颠的外表

下，她的心灵世界丰富坚韧、清醒执著。为了深刻

展现其心路历程，由一位演员主演潘达于，另两

位演员分别扮演青年和老年潘达于，全戏由晚年

潘达于在一个雪夜同丁素珍“平行时空”的对话

中翻开她的人生册页，穿插让一个年龄段的潘达

于或注视或讲述另一个年龄段的潘达于，第四幕

中，甚至借鉴了交响乐中的复调手法，让三个潘

达于同台形成心灵应答，大大拓展丰富了人物的

心理、情感空间，让主人公的情感与理念循环往

复、心曲心魂袅袅不绝，一唱三叹，有效提升了人

物性格的丰富性和艺术张力。

主演潘达于的“二度梅”获得者王芳，其表演

素以细腻精到传神见长，尤擅做唱念。剧中，她突

出了人物的忠诚深情、执著崇高，将潘达于“一生

寂寞守双鼎，一生倨傲度光阴，一生护鼎命中定，

一生盼鼎见光明”的心路历程和时间跨度长达60

年的坎坷命运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第四幕中，

潘达于困于潘府时晕时醒，几乎是一个人的独角

戏和心理戏，但却浓缩了她大半辈子的人生情愫，

王芳充分发挥了擅长的做唱念功夫，将角色内心

的柔弱与坚韧、疯颠与清醒、凄婉与崇高、孤寂与

丰富、痛苦与向往等交融并存的复杂心态展现得

丝丝入扣、张弛有度、游刃有余，满台都是戏，充分

体现了王芳细腻深刻传神的表演功力。

作为一个整体，该剧的音乐和舞美也同样十

分出色。苏剧的曲调清丽优美，唱腔婉转动听，但

于《国鼎魂》而言，要体现这个凝重和宏大主题，

苏剧原有的风格则显得力不从心。国家一级作曲

周友良先生对声腔进行了探索与创新，根据戏的

题材和主题，运用了雅乐的音阶创作了主题曲，

使音乐深沉化，让戏一开场就进入特定氛围，压

住阵脚。特别是第四幕，大起大落、大开大合，音

乐没有用现成苏剧曲调，而是将民谣与大平调、

南方调的“清板”打碎糅合，有机结合，加以节奏、

速度、强弱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使这一大段戏在

导演、演员的共同努力下，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

染力。剧中王芳从十几岁演到80多岁，唱腔跨

花旦、青衣、老旦，第六场潘达于80岁时，按年龄

应该用老旦唱腔，但于人物性格和剧情而言，老

旦老气横秋的c调和降b调唱腔并不合适，作曲

者便创造性地大胆起用花旦腔，并降低了四度，

用g调来演唱，来展现潘达于悲凉慷慨的心绪。

音乐域值突破和唱腔创新为该剧的成功贡献了

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像苏

剧这样由南词、花鼓滩簧、昆曲合流衍变而成，婉

转清丽、细腻动人，以演《花魁记》《五姑娘》见长

的剧种，自有其“戏域”，创演激情澎湃、高亢激越

的《国鼎魂》固然拓展了这个剧种的“戏域”与腔

调，但或已达其上限，这种拓展绝不是无限的。该

剧舞美布景同样充分体现了“苏作”的精细雅特

色，潘宅幽深雅致、大鼎巍然屹立、服饰精致雅

洁，为渲染剧情、塑造人物、体现苏式艺术韵味增

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