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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导演是各式各样的，任鸣，
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任意鸣放，不，
从来都不，他是谦和而又稳重、内敛
胜过张扬的人。生前，适逢人艺70
华诞，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做人
艺人，此生足矣。”这道出他为人作艺
的基本准则。

任鸣一生导演过多少部剧，其实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位置，
他始终把“人艺”两字放在前面，犹如
儿女对待父母，又像晚辈敬重前贤。
当年曹禺先生对爱徒耳提面命，看来
是一种识人之明。直说吧，单就话剧
艺术而言，剧作家是剧院的台柱子，尽
管人们都愿意把“台柱子”的称呼，赋
予男女主演，但是，我还是要说，伟大
的剧作家是栋梁，而导演呢，若不是室
内装修的包工头，就只能是个油漆
匠。倘若我言为虚，那么，为什么莎士
比亚环球剧院非要用剧作家“莎士比
亚”的名字命名，歌德大剧院为什么拿
剧作家“歌德”做招牌，哥尔多尼剧院
为什么抬出剧作家“哥尔多尼”，而法
兰西喜剧院为什么称为“莫里哀之
家”，而不用某某导演的大名来做旗
号？同样，为什么我们人艺新建并启
用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建筑，被称
为曹禺剧场？这个道理很简单：话剧
的一剧之本在于文学脚本；一个剧院
的镇院之宝在于剧目。事实上，剧作
家是剧院的一家之主，而导演最多也
只是一个大总管。

身为一个导演，对经典戏剧作家
和作品的尊重，是起码的素养和品质，
因为任何一个尽责尽力甚至呕心沥血
的作家都不该成为一个牵线木偶，被
拿来玩耍，而戏剧导演也不该是一个
杂耍艺人。导演本人当然应该是一个
心智和见识相对出众的人，然而，这并
不是说要唯我独尊，目中无人，把那些
活着或故去的剧作家视为无物。我们不该这
样，也不能这样去做。任鸣是让剧作家放心、
安心、舒心的一位导演，他虽然是中戏毕业的
高才生，却从不抢戏，常见他在大剧场、小剧场
的角落里一坐，谦卑甚至是有点儿怯生生地观
看他自己导演的作品，落幕时，他也总是小心
翼翼地问你：“您看怎么样，还行吗？您一定要
多提意见！”他敬畏戏剧艺术的态度，出自戏剧
世家的本能，也源于血脉中流淌的遗传基因，
更是他本人温润如玉、切磋琢磨的修养和风度
使然。我们用《诗经·卫风·淇奥》中的诗句来
描述，最能体现他的风采：“瞻彼淇奥，绿竹猗
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君
子风范，一脉千年。

任鸣，儒雅、博学、仁厚、端方之人也，他从
来不把一个经典剧作家的作品当作残缺不全
的半成品，而把自己当作一个完美无缺的稀缺
品。正相反，他总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
想办法欠起脚，向戏剧艺术的天花板靠拢。应
该说，这是人艺自建院以来的文化积淀和优秀
传统，身处幕后的大导演甘愿为他人作嫁衣
裳，雪中送炭于剧本故事结构、情节安排、人物

刻画的先天不足，锦上添花于文学
脚本的规整完备、诗情画意、字字珠
玑，不求闻达于看官，只愿无愧于艺
术。让我们以人艺历史上巅峰级别
的人物焦菊隐导演为例，正是这位
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
的导演，执导了一台几十年长演不
衰的京味话剧《茶馆》，尤其是第一
幕戏的大场面、众角色的喧嚣热闹，
充分显现出舞台总调度的天才想象
力和表现力，鸿儒挂帅运筹帷幄之
中，而凌烟阁上何必镌刻大名。时
至今日，中国观众一提到话剧《茶
馆》，必然大谈大赞作家老舍，又有
几人知晓导演姓甚名谁。不由得想
起明代唐寅的美文《菊隐记》：“君子
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
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菊之
为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隐又君子，
没世无称之名……”人艺首位大导
演的功劳与节操，正当得“菊隐”两
字。慕贤而求道的任鸣导演，同样
是浑然大气，具有隐者风仪，他勤勤
恳恳、孜孜矻矻，几十年如一日，形
成了自己特有的导演风格和路数，
即大戏求稳，小戏求新；土戏求实，
洋戏求真，难说好坏，却是个人色
彩。譬如，他执导的大戏《日出》，不
仅将曹禺先生原著原汁原味的演绎
并把其浪漫的诗意烘托而出；小戏
《有一种毒药》把现代都市男女情感
的复杂心理用一种清新的舞台方式
来呈现；“土”戏《北京大爷》保留了
京城胡同的烟火气息和邻里之间的
家长里短；洋戏《哗变》则真实再现
了西方世界于一艘舰艇上所显露的
种种游戏规则……

说到我本人和任鸣导演的缘
分，则是通过一次“打牌”来缔结。
那是在21世纪初，人艺刚刚推出一
系列小剧场话剧演出时，面临一些
来自戏剧圈内圈外的压力。偏巧，
我看了其中一部根据网络作家痞子
蔡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觉得很有现代感和新鲜感，也颇有
轻松愉悦的现场气氛，于是在兴奋之余，提笔
写了一篇文化时评发表在《北京日报》上，题目
是《人艺打出的时尚牌》。没想到，任鸣导演读
过文章，大加赞赏，他通过当时北京日报专门
报道戏剧的记者徐雪梅，邀请我美餐一顿，我
巴不得能和人艺大导演一起大快朵颐。席
间，任鸣、徐雪梅、我三人一起喝了啤酒，
却忘了吃些什么，只记得相见恨晚，相谈甚
欢，从此结下多年友谊，只要任导排戏，没
的说，我必在剧场受VIP待遇。而我也不白
蹭票，心血来潮时，总有剧评奉上。然而，
与任鸣导演见面最多的地方，不光是剧场，
还有人艺办公楼二层的会议室，人艺每一部
新上演的戏剧都要在这里召开作品研讨会，
几十年不变的传统、规矩，让戏剧艺术家和
评论家共同受益，而在墙上那块“群贤毕
至”的牌匾下，每每听到各位专家高论，更
有任鸣作为院长或导演所做的总结性讲话。
他总是感谢大家辛苦到会，除了感谢还是感
谢。其实，我们内心都知道，最该感谢的是
谦逊为怀、礼贤下士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院
长任鸣、导演任鸣、我们的亲密朋友任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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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意切的民族史诗
——观歌剧观歌剧《《天使日记天使日记》》 □□李李 舫舫

湖北省演艺集团出品、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创作的歌剧《天使日记》是一部让人看后就忘不
掉的优秀作品。歌剧一经推出，便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赞誉。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
特从全国舞台作品中遴选出50台在京演出，
《天使日记》成为其中之一。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首先被
发现，并迅速扩展到全国。病毒突袭而至，疫情
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
威胁。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疾控工
作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科
技人员、下沉干部、公安民警、应急救援人员、志
愿者等奋勇争先，抗击疫情，同时间赛跑、与病
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天使日记》所致力刻画的，正是这
场战役中冲在最前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故事。

大幕拉开，便是武汉的近景和远景。远处，
武汉长江大桥横跨江面，龟山、蛇山隔江守望，
黄鹤楼静默于蛇山之上，一江碧水缓缓东去。近
处，则是十万火急的新闻播报：“武汉市发布防
控新冠肺炎1号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
时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
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
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
知。”男女播音员此起彼伏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响
起，彼此叠加，催动人心，将观众的思绪拉回到
两年前的那个时刻。武汉突然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
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

新闻播报的声音渐渐衰弱，敲击键盘的声
音渐渐清晰。幕内，传来武汉某医院护士长兰之
念记日记的声音：“2020年1月23日。小雨到中
雨。武汉封城的消息霸屏了，长这么大还是头一
次听说，简直不敢相信。黄鹤说：‘封城意味着武
汉按下了暂停键，城里的人不让出去，城外的人
也不让进来了。’城内住着我们的家人，城外面
的是我们的亲人！作为医护人员我们理解要阻
断疫情非此举不可，可这毕竟是大武汉，有着一
千多万人啊……”

疫情发生发展、白衣天使守护生命，这是歌
剧《天使日记》的两条平行线索，正是凭借封城
与解封、救治与守护这两条线索，一个荡气回肠
的故事开始了。万家灯火、医院大厅、ICU病
房……实景与多媒体结合的舞台，逼真地再现
疫情之中的武汉：一个个家庭、一扇扇窗户、一
张张病床……千万武汉市民疫情期间宅在家中
战“疫”的情景扣动人心；高铁飞驰而“开”，飞机
缓缓“降落”舞台，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脚步
铿锵“逆行”而来。

歌剧巧妙地运用护士长兰之念的抗疫日记
串联剧情，小视角展现大情怀，塑造了以兰之
念、黄鹤、方医生等为代表的为抗疫舍生忘死、
拼搏奉献的医护人员群像，再现了白衣天使向
死而生、逆行出征，把医院当战场、待病人如亲
人的感人事迹。剧中，兰之念、黄鹤、方医生等医
护人员，忠于职守、逆行而上，与病毒较量、与死
神搏斗，奋战数月，以生命挽救生命，换来患者
重生，以血肉之躯筑成阻断疫情蔓延的防线。

剧中《兰之念》唱段是歌剧《天使日记》的高
潮。兰之念的丈夫黄鹤医生为抢救病人不幸感
染，救治无效最终逝去。兰之念得知丈夫逝世的
消息，悲恸地呼喊：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女儿又背诵诗歌一首，见不到
爸爸心里愁。/……你看见了吗？妻子望眼欲穿
地等候，等到风平浪静疫情后，/久别重逢情义
更深厚，从此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相厮守。/为什
么，你行色匆匆走？为什么，千呼万唤你不回头？

在极度的思念之中，兰之念产生了幻觉，她
似乎看见黄鹤正向自己走来，飞奔上前去，却与
黄鹤擦肩而过，抱了一个空，她和黄鹤转过身，
欲摸对方的手、对方的眼、对方的唇，对方的脸，
可是，空空荡荡，他们什么都没摸到。这里两人
的深情对唱令人动容。紧接着音乐渐渐响起，这
是《天使之歌》唱段：

谁知道天使在何方？/谁曾见过天使的模
样？/只因为你看了我一眼，/从此把生的希望点
亮。/让生命的彷徨，/再次找到方向。/穿越夜的
漫长，/去往太阳升起的地方。/啊！传说中的天
使，/你就在我的身旁；/啊！传奇里的天使，/你
就在我的心上。

歌声哀婉悠扬，催人泪下，白衣天使们守护
生命、点亮希望的光辉形象跃然舞台，党和国家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
坚忍不拔的决心战胜疫情的努力跃然舞台。最
终，武汉市民迎来了武汉三镇的“重启”，重逢在
生机盎然的春天，沐浴在充满希望的阳光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此为主题的文
艺作品大量涌现，民族歌剧如何用好自己的优

势，脱颖而出拔得头筹，《天使日记》的成功值得
人们思考。

《天使日记》是一曲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
英雄赞歌，这部剧作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在于其
对于事件事实精准的捕捉、巧妙的提炼。这部歌
剧中的很多细节比如抢救李教授、黄鹤医生不
幸感染，都无比真实，仿佛就发生在剧场发生在
身边，令人感动和震撼，很多观众忍不住落泪。
整部剧把我们拉回到了武汉抗疫的那段惊心动
魄的难忘时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伟大的抗疫
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天使日记》是一场气势恢宏的艺术盛宴、
一曲情深意切的民族史诗，是一部名家汇聚、名
团创新的精彩呈现。《天使日记》主创团队汇集
了编剧王勇、作曲孟卫东、导演廖向红、指挥王
燕等来自全国舞台艺术领域的一流艺术家，
2020年抗疫期间即进行创作，当年8月进入排
练，10月在武汉首演，开创了“当年事件发生、当
年进行创作、当年上演舞台”的中国歌剧新纪录。
该剧的舞台采用了目前国内顶级舞美，两层舞
台、纵深三层，为观众打造出看纪实电影般的极
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剧中除了兰之念的日记是
台词道白外，基本由歌词组成，全剧无论是咏叹
调、宣叙调，还是重唱与合唱，都具有很强的抒
情性、意象性、音乐性和诗意化，优美、委婉的主
题曲《天使之歌》贯穿全场，让全剧充满温情。

文艺是世界语言，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
灵。《天使日记》的成功，深刻地证实了这个道
理。《天使日记》还是一部立足经典、推陈出新的
优秀民族歌剧。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是中国民族
歌剧的高地。1958年，沉浸于革命和建设喜悦
中的作家艺术家急切地直抒胸臆，歌唱祖国礼
赞英雄，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歌剧《洪湖
赤卫队》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这部由湖
北省实验剧团推出的革命战争题材歌剧首排于
1958年，1959年10月该剧作为向国庆十周年
献礼剧目首次进京演出，一炮走红。它的旋律响
彻北京的大街小巷，又从北京传向四面八方，从
此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瑰宝。今天，相信曾经创造
《洪湖赤卫队》60年久演不衰奇迹的湖北省歌
剧舞剧院，一定能够再度创造奇迹，相信《天使
日记》将成为新时代反映中国人民顽强奋进、英
勇抗击疫情的经典佳作。

由安徽省新安画院、安徽省科学教育研究会、安徽科教文汇期刊中
心共同主办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导读”主题讲座系列活动，于6月17日
在合肥启动。首场讲座由安徽大学教授徐在国主讲“古文字之美”。讲
座由安徽省新安画院院长滋芜主持。出席本次活动的有美术、文博、汉
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新闻出版人。

徐在国的研究方向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安徽大学藏战

国竹简和新出战国文字材料，主持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
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安大藏战国竹简儒家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讲座
以“古文字之美”为题，对中国文字历史演变、汉字之美、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诠释，进行了一场既生动活泼又有现实
教育意义的爱国主义宣讲。讲座结束后，大家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
交流。 （晓 晨）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导读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导读””主题讲座系列活动在合肥启动主题讲座系列活动在合肥启动

评 点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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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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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前沿
韩少功的写作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

………………………………… 谢有顺
解放区前期小说中的“新英雄传奇”倾向

………………………………… 秦林芳
宗璞中期小说：知识分子主体的回归…何 英
今日批评家·汪雨萌

“散文的心”与作为思想史方法的现代散文
………………………………… 汪雨萌

记汪雨萌博士 ……………………… 栾梅健
汪雨萌印象记 ……………………… 项 静
理论新见
以清醒自信建文化强国 …………… 云 德
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缘起 …………… 王金芝
谈艺随笔
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 缓 之
李骆公的绘画梦 …………………… 李兆忠
港台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澳门中文媒体对“诗城”的重塑 …… 龙扬志
白先勇小说及其影剧改编的文化想象…梁燕丽

对话笔记
访谈评论家洪治纲 ………………… 舒晋瑜
个人锋芒
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到《天下荒年》的历史

转向 …………………………… 路文彬
南方百家
曾平标长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读记他…傅逸尘
绿色批评
鲁敏：进入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 …… 吴 俊
《金枝》与邵丽 ……………………… 计文君
杨键诗歌论 ………………………… 张立群
艺术时代
《第一炉香》：从小说到电影…邢少轩 刘川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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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欢迎订购 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邮编：5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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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2022年第七期要目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
精美，每册定价20.00元，全年定价240.00元，
请您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到《北京文学》
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作家人气榜
坑道里的冲锋号（中篇小说）………… 西 元
感官经验的炸裂与个体生命的“内爆”（评论）

…………………………………… 傅逸尘
好看小说 天际线（中篇小说）……… 范 稳
本报通讯员（短篇小说）……………… 曹军庆
弦歌巷（短篇小说）…………………… 李 驷
影钓（中篇小说）……………………… 易清华
树碑（短篇小说）……………………… 江月卫
海神号（短篇小说）…………………… 王善常
赵晏彪小小说两篇
文化观察【“寻找编辑部往事”征文选登】

“转场或留守——寻找报刊文学的编辑部
往事”征文启事

感恩过去，期待未来 ………………… 燕 茈
我在《文艺论坛》的路………………… 佘 晔

天下中文
两棵树………………………………… 江 子
水与灯………………………………… 傅 菲
雪豹入村记…………………………… 祁建青
大河在高原…………………………… 谈雅丽
河边的呆头鸟………………………… 冯祉艾
清平乐………………………………… 刘凤桥
与冬奥相伴的日子…………………… 范堡斐
汉诗维度☆云 汉
柚子之想（组诗）……………………… 李元胜
雪灯（组诗）…………………………… 侯 马
在宜兴写诗（组诗）…………………… 宗彩虹☆星 群
高 媛 王雪茜 陈崇正 孙秋臣 田逸凡
黄 金 陈陈相因 林汉筠 徐 晓 罗 曼
丁立伟 霍香结 项 涵 李 晚 侯 珏
李晓乐 侯乃琦 何袜皮 傅兴文 白 尔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凡出版图书作者均赠送下年度《文学报》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于 2000 年 1

月，20多年来，与全国多家出版社合
作，为全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编辑、策划、出版各类专著提
供服务。卓越品牌，值得信赖！现继续征稿：

一、凡社科、文学、艺术、理论专著，方志、家谱，科研、教
学、医学等作品均可出版。使用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
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验证。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可签
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图书作品，安排在《文艺报》或《文
学报》等报刊发布书讯。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出版收费低廉。图
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

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18951979999
主编：陈德民（作家、评论家）
投稿信箱：yd368@126.com
地址：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南京

远东书局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