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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明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古代剧场史》，
要我作序，欲辞不可，只好勉从。一是因为2000
年我曾经为他的《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
学研究》作序，彼此奠定了学术姻缘，加固了前
后数十年的长期友谊。二是因为我1997年曾经
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剧场史》，算是先行者。一
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新材料积累与
学科推进，悉数体现在了车文明的著作中。我已
经是“沉舟侧畔千帆过”“老冉冉其将至今”，要
我佛头着粪，无非是我熟悉这一学科的进展情
况、懂得其中甘苦吧。

戏曲史的现代研究始于20世纪开端的王
国维，对古戏台的关注则发端于 20 世纪 30 年
代，以后陆续有人进行过星星点点的调查研究。
新时期以来这一学科的推进是显著的，已经有
了众多的成果出版。就剧场史而言，大体上有四
种类型的著作出现。一种是片域剧场的调研成
果，例如周华斌《京都古戏楼》、谢涌涛《绍兴古
戏台》等，这一类的数量最多。第二种是类别剧
场史研究，例如王强《会馆戏台与戏剧》，曹飞、
颜伟《中国神庙剧场史》。第三种是专门性研究，
例如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薛林平《中国传
统剧场建筑》从建筑学角度进行古代剧场研究。
第四种则是通史性著作了，拙作与车文明此著
即是。四类著作加在一起，大概有几十种吧，大
量的单篇论文尚未计算在内。从这个数字也可
以看出，古代剧场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同道
而行者日益众多，研究正在走向深入。此道不
孤，老朽可以欣慰了。

中国古戏台的最早丛萃之地在山西。迄今
为止，晋南地区发现宋代舞楼碑刻6通、金代戏
台（实物和墓葬模型）6座、元代戏台12座，而这
一时段的戏台，山西之外未能保留一座！晋南同
时也是保存金元戏曲砖雕壁画墓葬最为集中的
地区，已经有了大量出土。山西实在是中国古建
筑的渊薮，迄今唐宋金元建筑遗留者大多在山
西。山西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与淳朴
民风，使得这些宝贵的古建筑遗产躲开了历代战火兵燹与人为因
素的破坏，得以屹立至今，为中华文化延续着基因与血脉。新时期
伊始，地处晋南的山西师范大学设立了戏曲文物研究所并招收研
究生，开始倚地利而兴学术、恃文物以发新揅，对这一新兴学科的
蓬勃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其中老一辈开拓者黄竹三、杨太康、
冯俊杰等人功不可没。一批批人才涌现出来，一批批学术著作问
世，车文明及其著述即其中的佼佼者。

文物考古界讲究的是“过眼经手”，即对于古物的直接接触与
揣摩，看多了自然就把握住了其内在气质与韵律。几十年来，车文
明在全国各地孜孜矻矻考察古戏台，到处爬高下坡、总是风尘仆
仆。在对全国古戏台家底进行了整体清点之后，在掌握大量第一
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新的《中国古代剧场史》。

如何评价这一部剧场史，恐待学术时日。我的初步感觉是，车
史的突出长处是资料的第一手性与数据的科学性。体现在论述
中，就是归纳总结的概率性扩大、归类性准确、根据性精确，特别
是对于明清戏台类型、平面构造以及看台结构的探查，有着坚实
的资料数据作为支撑，结论于是确凿不移。我在写完剧场史时，曾
经提到自己著作里的三个遗憾：一、未能把全国古戏台考察一遍，
二、明代戏台材料较少，三、缺乏古建筑学知识，这些影响了著述
的水准。车著则在这三个方面都超越了。

中国古代剧场史的结撰体例没有一定，无非以接近历史真
实、能够更好地揭橥其客观面貌与演变轨迹为标的，但通常史著
都是采取纵线勾连与横剖面观察相结合的办法处理。可是具体到
剧场史，其架构设置却有特殊难度，因其历史线索显晦不一、时断
时续，而常常又横向膨出、块状发展，材料分布极不均匀。我在处
理这些材料时，最初由于缺乏借鉴与参考坐标，着实踌躇了很长
时间不能确定体例，直至找到了目前所呈现面貌的灵感。我的著
述大体按照时代顺序，但又依据剧场类别的历史脉络各自展开，
其好处是说清楚了剧场史的方方面面，但也带来整体历史线条不
够明晰的缺憾。车著在这一点上力图改进，基本按照历史朝代写
出，而将各类剧场材料分布其中论述。现在看，这样处理的历史感
更强，但也遇到另外的麻烦，即同类材料布局到不同的朝代来论
述，造成一定程度的割裂感和重复感，而各朝代剧场类别的发展
又不均衡，因而论述亦时有偏沉。此中无有孰优孰劣，是对剧场通
史不同处理方式的尝试，就如太史公《史记》与司马光《资治通鉴》
的处理方式不同一样（且斗胆作一个比喻，未敢方驾二公也），两
书的互相补充性却是明显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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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女作曲家辛沪光交响诗《嘎达梅
林》，曾堪称早期汉族地区都市人群认知
草原传奇英雄的音乐教科书。六十余年
光阴飞逝，一位科尔沁草原骑兵的女
儿、美丽聪慧的蒙古族女子，将其多年
珍藏于心的父亲纵马疆场浴血奋战的传
奇故事，演绎成一部舞剧《骑兵》。何
燕敏，蒙古族名字乌丽娅斯，担任创意
编导，同作曲家杜鸣、编剧赵大鸣三位
军旅艺术家联袂内蒙古艺术剧院，向英
雄先烈，向伟大祖国敬献倾情之作。继
2020年9月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11
月入选“百年百部”舞台佳作之列，虽有
全球疫情重压，国家大剧院2021年开年
大戏于元月1日至3日连演三场，令寒冷
冬夜红红火火。

看过无数所谓舞剧，有舞没剧不在
少数，《骑兵》有舞有剧名实相符。全剧
由男儿归、草原殇、从军别和战马情、英
雄泪、骑兵魂六场结构而成，既有清晰的
叙事又有精微的细节，既有生动的角色
又有丰美的情感。这是关于朝鲁、珊丹
和尕腊的动人故事：男主人公从热血青
年到铁血战士，从草原骑手到烽火骑兵；
女主人公从纯洁少女到救援勇士，从原

野花蕾到在战场上绽放；一匹红鬃马，既
不戴面具更不做道具，是一个特殊角色，
起初作为陪伴珊丹的亲密之友，后来成
为比肩朝鲁的生死战友。

但凡舞剧必少不了男女单双三与群
舞的组合。《骑兵》第一段男女双人舞，竟
非男女主人公，而由少女和爱马率先起
范。舞蹈语汇丰富，肢体编排新颖。珊
丹的柔美妙曼与尕腊的活泼俏皮，互为
牵绊亲密无间、和谐相宜感应成趣。

“马语者”身姿动态举手投足，新颖别
致自成一格，莫如长生天赐予其灵性十
足神气活现。英俊男儿朝鲁登场，珊丹
和尕腊的自然反应令人莞尔。这段三人
舞意味深长情趣盎然，少女的爱意、马
儿的芥蒂，两颗心的亲近、人马形的疏
离，编导处理一目了然匠心独运。全剧

“爱情”“送别”等所有单双三舞段，可谓
繁难技巧性与精美表现力的有机对接高
度统一。

舞台上朝鲁两次换装暗含深意，第
一次是回归草原牧场，脱下学生服、套上
蒙古袍；第二次是告别双亲、恋人，脱下
蒙古袍、穿上新军装。这不单是表现一
个蒙古族青年身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

象征其自觉能动的人生选择与信仰追
求。青年舞者赵磊不仅有扎实的基本
功，在专业技术上胜于他人，还有其蒙古
族天生的、自然的独特韵味，那种融化在
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无不助力他的舞艺
展示。朝鲁的头颈、肩背、腰腿启动的角
度、幅度、力度俱在人物中角色里，有戏
有彩、形神兼备、精工深情。

王金格饰演的珊丹美极了，她是“周
旋”于两个雄健英武角色之间、富于女性
阴柔之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人物。珊
丹之美集中体现于珊丹之爱，她用精妙的
独舞与朝鲁、尕腊的双人舞、三人舞，将一
个蒙古族少女的大爱、博爱、真爱、深爱表
现得淋漓尽致。巴音达来无愧于内蒙古
艺术剧院歌舞团首席演员的荣誉，尕腊的
戏份很重、表演难度很高，因为这个角色
必须做到：既有“马”的生性、又有“人”的
灵性。珊丹的爱马、朝鲁的战马，他确实
演得神气活现，否则其最后的牺牲，怎会
取得令人动容肝胆俱焚的效果！

笔者曾多虑编导会不会以大量情绪
歌舞情景场面来充填戏剧的空白区。事
实上《骑兵》力求有效规避压缩民俗风情
的篇幅场面，萨满驱邪的色彩性舞段毫
不夸张绝无铺张。但最后尾声中的“白
衣雁舞”，是否可以更简洁凝练？天幕上
叠映草原骑兵牺牲者名单，已达到很强
的视觉冲击力度，女子群舞在这里未免
多了些“晚会歌舞”之嫌。

音乐，在舞剧中的“角色”位置不言
而喻。前有《二泉》《英·雄》《红流澎湃》
与《沙湾往事》《花木兰》《闪闪的红星》等
歌剧舞剧优品佳作，写好《骑兵》音
乐，无疑让杜鸣激情偾张再生自信。经
过作曲家与编导充分交流沟通，在音乐
总体风格上，高度强化并延展了蒙古族
音乐的本性特质，那种超越民族和地域
的深邃宽广、浓重炽烈的情感表达；深
度开掘并化用了蒙古族音乐的原生素
材，那种提炼基因与原生的纯真质朴、
温厚剽悍的性格特征毫无保留的表现出
来。用草原的笔法色调，写草原的英雄
奔马，这是杜鸣的创作原则，也是音乐
的形态品相。

开场序曲如一幅壮美画卷，在紧张
急促动感十足的节奏音型中铺展开来。
军旗猎猎马嘶声声、军刀飒飒呼啸阵阵，

音乐让观众视听兼得身临其境。突然一
切归于沉静。作曲家笔锋一转，我们听
到弦乐队在中低音区合奏的旋律，优美
舒展引人入胜；双簧管领奏如穿透晨曦
雾霭的光影，温馨暖意油然而生。那一
刻足以令人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这是以
蒙古族民歌《四岁的海骝马》为原型，经
作曲家妙笔生花点化升华的全剧音乐主
题。这一主题发展变化贯穿始终。演出
结束后，在散场的人群中模拟哼唱的旋
律此起彼伏前呼后应。

杜鸣用既定音乐主题为主要人物分
别造像，朝鲁是深情、激情与刚毅、勇武
的男儿，珊丹是温情、柔情与清新、飘逸
的女子，尕腊是活泼、俏皮与刚烈、威猛
的良驹。形象清晰，个性鲜明，有时穿插
更迭，间或重合交替。这三个主要元素，
有力的支撑着全剧音乐的骨架，其对比
度与层次感丰富而洗练。起承转合动静
有致、起伏跌宕张弛有度，始终发挥着叙
事抒情造势的戏剧功能。

《骑兵》表现蒙古族的人物、草原上
的传奇，还有爱情友谊悲欢离合、瘟疫战
争生死休戚。音乐不仅采用了蒙古族音
调，还添加了蒙古族乐器，相对熟悉的马
头琴“领衔担纲”，还有弓弦类的四胡，弹
拨类的托布秀尔、雅托克（蒙古筝）及打
击乐器，交响乐队与特色乐器相互交融
互为感应，放射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神奇
光彩。作曲家深知，再没有比人声更有
情感表现力的乐器了，所以惜墨如金相
当克制，前面章节几无人声参与，只有
《骑兵魂》中尕腊死去朝鲁悲恸，所有情
感达到饱和度最高、爆发力最强的那个

“点”，目前当红蒙古族青年歌手阿云嘎
如金子般的亮嗓，蒙语演唱《四岁的海骝
马》伴之以歌队轻柔的哼鸣。这一点睛
之笔，好似一颗催泪弹瞬间炸开多少人
的心理防护堤，泪洪奔泻无法止息。

在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音乐中，
“英雄性”永远渗透着一种神圣高洁又深
厚宽广的人文情怀与质朴情感。舞剧
《骑兵》高度艺术化地表现“蒙古马”勇往
直前锐不可挡的精神气质、无畏艰险奔
腾不息的生命动力。可喜可贺中国舞剧
艺术宝库又新增一部成功佳作，在党的
百年华诞之际，这朵草原艺术之花必将
散发出奇异芬芳。

荣耀之光荣耀之光 不朽之魂不朽之魂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观后观后 □□陈志音陈志音

新作点评

岁末年初，央视播出的两部电视剧引
发观众强烈关注，一部是《装台》，另一部
是《流金岁月》。表面看来，两部作品似乎
毫无关联，但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来
看，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可比性：《装台》是
一部高度忠实于原著，在形似的基础上达
到神似的作品；而《流金岁月》只是采用了
原著的结构框架和人设，在社会背景、人
物关系和思想内涵方面都有较大改变，与
原著只有部分形似，完全谈不上神似，但
它的成功恰恰就在这里。

亦舒的 《流金岁月》 描写的是商
业、世俗的香港社会，人物举手投足之
间，无不透露出灯红酒绿、衣香鬓影背
后的孤寂。电视剧主创把故事移植到改
革开放的上海，着力表现主人公对理想
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社会环境
变化对人的深刻影响，把作品的主题思
想深化为奋斗、成长和坚守。这里有对
理想的坚守，比如叶谨言和王永正；有
对爱情的坚守，比如蒋南孙；也有对人
生信念的坚守，比如朱锁锁，有意思的
是，朱锁锁对人生信念的坚守，是通过
表面上的背叛行为来完成的。不管是蒋
南孙、朱锁锁，还是王永正、李昂，他
们身上都体现了强烈的进取精神，成为
这个时代年轻人成长的缩影。这是原著
中所没有的。

在价值诉求方面，电视剧淡化了原著
中人的无力和无奈，更多地表现了人与人
之间的温情、友爱和真诚。蒋南孙和朱锁
锁相互扶持，各自成长。朱锁锁被生活抛
弃了，蒋南孙却不抛弃她；蒋南孙遭遇生
活变故，朱锁锁成为她跌落人生谷底时最
有力的支撑。两人的友谊不仅是建立在
彼此人生的相互依存和分享，更是伴有一
种强烈情感的介入——宁可自己承受痛
苦，也不允许好友遭受伤害。虽然剧中对
两人情感关系的描绘带有某种理想化色
彩，但这种永不言弃的相互温暖可以让年
轻一代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电视剧改编最为成功的是朱锁锁这
个形象，她的精神世界较之原著更为丰
满、更有层次。不管原著还是电视剧，
都写了朱锁锁的欲望和她的利己主义，
她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各种私
心、私利，但电视剧没有止于对欲望的

简单呈现，而是真实表现了人物从利己
到利他的转变，从欲望开始，最后升华
为救赎。电视剧中，朱锁锁对金钱的追
逐，除了从小寄人篱下之外，还有一个
积极的动因，就是帮助蒋家和自己的好
友，这是有心理依据的，不管是出于她
和蒋南孙的关系，还是因为她陷入困境
时蒋家人曾伸出救援之手，她都有理由
这么做。电视剧透过朱锁锁这一人物表
现了人性的复杂，也表现了人性的善
良，成功地把原著中一个小三上位不成
另嫁豪门的故事改写成了奋斗与成长的
故事。电视剧改编的另一个亮点是把原
著中朱锁锁与叶谨言的情人关系改写成
知己关系。应该说，叶谨言的确喜欢朱锁
锁，朱锁锁身上那种敢于出格的气质，对
叶谨言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同时叶谨言成
熟男性的自信和豁达，对朱锁锁也是有吸
引力的。电视剧在对两人关系的处理上
比原著更加自然、理性。剧中有两个富有
意味的细节。一个是朱锁锁深夜来到叶
谨言身边，大胆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
我？”叶谨言反问道：“是哪种喜欢？”这里，
一切尽在不言中。另一个细节是朱锁锁
顶撞谢嘉茵、斥责赵玛琳之后，冲动地想
要喝酒，但她拿过酒瓶的一瞬间，不经意

地瞥见了叶谨言，立刻镇定下来，这时出
现在屏幕上的叶谨言只有半个身子、半张
脸，但他淡定的目光带给朱锁锁一种强烈
的安全感。整部剧对两人情感关系的描
绘含蓄蕴藉，发乎情而止乎礼。相比较而
言，蒋南孙的形象更接近于原著，在调性
上显得相对单一，人物的魅力也因而减弱
了几分。

小说《流金岁月》的人物关系结合得
非常紧密，这给改编带来了很大难度。应
该说，电视剧对人物关系的重新设计总体
上是成功的，但也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
摆脱“爱情+商战”的模式，在人物关系、人
物走向上设计感过强。比如主创让蒋南
孙和王永正这一对恋人成为商战的对手，
为了增强戏剧冲突，再把戴茜加进来，在
商战的一来一往之中糅入爱情的元素，但
这种糅合显得过于规整，看不到生活本身
的粗糙感和烟火气，少了一点人性的真实
和生活的残酷，也缺乏商战应有的紧张感
和压迫感。

文学作品的改编应当忠实于原著，这
似乎是一条不刊之论。然而《流金岁月》
的成功带给我们一条有益的启示，在原著
基础上大胆重构，重新搭建一个完整、和
谐的艺术世界，同样可以产生优秀作品。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一部超越原著的成功之作一部超越原著的成功之作
□□李跃森李跃森

评 点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芬三江民
间文学联合考察文献汇编》发布会暨“民间文艺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方
法”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中国民研会（中国民协前
身）与芬兰民间文艺界在广西三江地区联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民间
文艺实地考察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民间文
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举办民间文艺考察活动。此次
考察取得的丰硕成果，包含大量一手田野考察资料和论文，因时代原因
一直未能面世。在多方努力下，《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文献汇编》
作为中国民协成立70周年献礼书目得以出版。

该出版项目得到了中宣部专项经费的支持。中国民协自2019年5
月启动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以来，先后举办了“三江文献移交会议”和“中
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纪念活动暨考察成果出版座谈会”，对100多
万字的原始文献进行了清点、编目、整理和电子文档转化，并重走中芬
联合考察之路，做了补充田野调查，最终形成了60多万字的文献汇编。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华认为，《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文
献汇编》的出版，不仅是中国民协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成
果，也是中国民研会成立以来学术立会传统的见证。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在总结发言时谈到，中芬联合调研的学术经历，是民
协学术立会传统的实践，其中包含具体的研究成果、研究所体现的方法
路径和研究所依托的事实基础，综合梳理和呈现这样的学术实践历程有
助于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汲取经验和启示，把握民间文艺田野作业的
方法和意义，进一步在文化的变迁发展中实践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

（许 莹）

中芬三江民间文学
联合考察文献汇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