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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武汉京剧院演出的京剧《母亲》取材于百年党

史中最富传奇性的伟大女性葛健豪的故事，以京

剧艺术的形式演绎了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奇

异的妇人”，从家庭妇女走向革命母亲的征程。演

员刘子微倾心演绎，成功塑造了葛健豪精彩丰满

的舞台形象，实现了这类题材作品在表演创新、技

艺看点、情感温度的全方位突破。

与传统讲述不同，《母亲》浓墨重彩在斥夫休

夫的“骇世惊俗”、半百入学的“世间奇闻”、法国求

索的“信念追求”、助子革命的“义无反顾”、白色恐

怖的“申请入党”、暮年盼子的“深情大爱”几个重

点情节展开戏剧描写空间，并力求完整地表现葛

健豪这位“奇女子”“老妇人”，在真理追寻和光明

播撒中的勇毅执着、独一无二。

情感的浓郁与真挚，是刘子微塑造葛健豪最

让我们动容的亮点。京剧表演因为程式化的审美

特质，在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近现代人物时，往往

失之于人物的“空”和表演的“假”。而葛健豪的感

染力来自其与时代、性别、身份形成巨大反差的鲜

明个性和作为母亲、女性基调中迸发出的信念、真

情、大义。这一切若没有真实情感作内在承托，很

容易被演得看似高大却缺少温度。刘子微塑造葛

健豪的成功，恰恰在人物情感的充盈和真切上，充

分表现出作为革命者、母亲、女性在不同年龄阶段

的情感特点，可触可感，浓烈袭人。她对不同事件、

年龄的鲜明把握与不同呈现，把京剧现代戏表演

最不易演出的细腻、深沉、完整的情感梳理展示得

丝丝入扣，渲染表达得生动深沉。

行当是京剧的特色，也是演员表演的重要手

段，葛健豪这一人物在剧中年龄跨度大，给表演提

出了难题。刘子微巧妙发挥了她行当本色的灵活

度，在剧中前半部分，较多运用了花旦、泼辣旦为

主的表演方式。念白在传统“京白”基础上，注重情

感的语气化和顿挫的鲜明感，探索和实现了生活

真实向京剧艺术表现效果的靠拢。在法兰西抗争、

为向警予收尸、危急时入党、联络站诱敌等段落中

则运用了青衣、花衫的表演方式，人物就立马深

沉、庄重了起来。在[反二黄拨子]“忽惊闻……”的

唱段中进行行当转换，以力度大，曲调高亢委婉地

演唱，一改之前的爽利、泼辣，这段表演设计巧、变

化妙，在剧情渲染中巧妙跨越行当界限。剧中，对

刘子微最具有挑战的表演是结尾“盼子祝寿”中老

年葛健豪的表演。以往声音脆亮、流丽是刘子微的

艺术特长。但这段戏刘子微从体态到表演、演唱选

择了老旦行当展现。可贵之处在她又能够把行当

规范与人物特点相融合，演出了不囿于行当表演

的葛健豪。这些桥段，刘子微念白、唱腔虽以大嗓

为主，却不渲染老旦的苍音、苦音，不唱破，也没有

使用典型的传统老旦尾腔、落音、拖腔，在力度与

音色上向青衣与老旦双重靠拢。这种服务于人物

塑造的行当的灵活运用，恐怕也是对京剧现代戏

一种探索或贡献。

追求剧种、演员表演魅力最大化作用到新戏、

新人物创造，营造京剧欣赏的浓郁效果，也是《母

亲》吸引观众的制胜利器。没有人能想到刘子微竟

然把“踩跷”运用到葛健豪的塑造中，为表演增添

了看点，打上了属于刘子微特色的烙印。《母亲》中

刘子微极为注重念白，大大突破了以往以唱获誉

的固有印象。这出戏中她最大变化是表演特别“沉

得下来”，因为走入人物内心，因此念白、演唱也就

自然而然成为心灵和情感的流淌，唱念做舞都有

了灵魂，有了精神，有了血肉。特别是最后一场戏，

当桃明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为葛健豪祝寿敬酒时，

葛健豪突然缓缓悲怆询问：“你不代表你的好战友

蔡和森敬一杯吗？”观众惊愕同时眼泪也潸然而下。

继而，葛健豪平静地走到盛放鞋子的箱子前，述说

起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期待和深情。葛健豪从心底

迸发出“多少回梦见儿捧着寿面为娘庆生……”一

大段撼人心弦的深情咏叹，催人泪下。以往我们常

说好戏要好演员演，在《母亲》中我们则可说好戏

会激发并成就好演员，刘子微就是这样！

（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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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灿烂辉煌

的中华文明，且凝练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历史记

忆”。由一级编剧原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宏担任编剧、河南豫剧院三团创

作演出的现代戏《大河安澜》，就是一部具有象征意味、精神力度、史诗

品格的黄河颂歌。

黄河历史上灾害频仍，新中国成立以来，却创造了70余年的安澜奇

迹。豫剧《大河安澜》所歌颂的，就是为黄河岁岁安澜做出奉献和牺牲的

平民英雄。该剧以大河从朝鲜复员归来被派去“守河”为故事起点，围绕

大河父子两代人与黄河命相连、情相牵的人生经历，写出了黄河儿女坚

韧、执着、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全剧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

度为故事背景，展现出黄河及黄河人随时代而变的历史感、沧桑感、厚

重感，从而使这一描写普通人命运的作品，呈现出非凡的气象和格局。

《大河安澜》视角独特，构思巧妙。大河、安澜分别是男女主人公的

名字，合起来又是整部戏的主旨，还是一个美好的意象，这是一巧；男主

人公是父子两人，前半部写父亲“守河”，后半部写儿子“治河”，既写生

命传承，也写事业传承，还写精神传承，这是二巧。但是，凡妙之所在必

是难之所在。两位主人公既要平分秋色，又要性格饱满，这是一难；后半

部要在并不从容的时间内完成矛盾的铺设和解决，这是二难；大河和幼

年大堤没有对手戏，如何表现父子情深及精神传承，这是三难。这些因

文本结构带来的先天挑战，在剧中都得到了有效解决。如父子的身份切

换和情感过渡，就处理得非常巧妙。随着大河的牺牲，幕间曲“一条大

河”悠悠响起，这是大河生前最喜欢的曲子。灯亮景转，舞台深处的高台

上，一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背对观众，手持口琴缓缓转身，他是大堤。一

个背转身、一段抒情唱“爹在我心头没走远”，完成了两个主角的切换、

两代人的更替，一把琴、一首曲传递着父子间的无限深情。剧中父子两

代的“精神传承”，是以大河的以身赴难和大堤的慷慨赴险两个核心动

作为呼应的。前面，大河为抢险纵身跳河，以生命践行了责任和承诺；后

面，大堤为测量准确数据铤而走险，以行动书写了情怀和担当。这种一

诺千金、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正是生生不息的黄河精神，它在父

子身上一脉相承，也在黄河儿

女身上代代传递。“一条大河”

的旋律经过各种变奏，在不同

场合出现，成为父子之间精神

和情感的一种贯穿。这条“精神

红线”的穿引，使得全剧呈现出

气脉贯通的整体感。

《大河安澜》情感饱满，动

人心弦。为牺牲的大河“盖党

旗”即是最动人的一幕。入党是

大河生前的夙愿，就在牺牲的

前几天，他高兴地告诉安澜，预

备党员得到批准，很快就要举

行入党仪式。两人举杯庆祝，大

河还不忘洒酒告慰班长英灵。

这些铺垫渲染因大河的夙愿未

尝身先亡，都化为悲情的力量。

随着支书一声高亢悲怆的“盖

党旗——”，屏幕上巨大的党旗凌空而下，裹挟着此时此境下的集体情感，产生出强烈的情

感和视觉冲击力，让人情不能已。大堤在父亲坟前把酒交心的情节，同样令人动容：一杯老

酒，一番倾诉，追忆了父子情深，驱散了心中迷雾，最终以温情化解了困境。还有安澜从国

外归来母子从误解到和解的情节，都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赋予这台戏应有的人情温

度和情感浓度。

浪漫色彩和诗性气质，也是这部现实题材作品所具有的鲜明特征。黄河丰富的意象

性，使这种浪漫和诗意的追求显得顺理成章，妥帖自然。戏中设置了三次“喊河”的情节，第

一次大河想有个媳妇，喊来了安澜；第二次安澜思念亲人，大河的岳父如“喊”而至；第三次

当大堤对着大黄河呼喊“爹，你在大堤上吗”，大屏上黄河掀起巨大的浪花，似乎是对主人

公心灵呼唤的回应，颇有“大海扬波作和声”的意味。这些情节看似神秘，实是浪漫，是超越

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是大河父子和黄河的精神契合、灵犀相通。浪漫气质和诗意品格还

体现在时空的自由流转，如新婚之夜，明月高悬，大河、安澜依偎而坐，沉浸在幸福之中。一

段舞蹈，几句伴唱，转瞬经年，一对新人已经人到中年。这种岁月流转的自由灵动，建立在

该剧特有的诗性气质上，带来空灵、流动、惬意的审美享受。

九曲黄河奔腾汹涌，浩浩荡荡，从来都是气势、力量的象征，剧中的几段黄河号子舞，

在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或动或静，或聚或散，配合黄河号子的铿锵节奏，成为镶

嵌在剧中的精神符号，为全剧注入了雄浑壮阔的精神气质，也构成一种风格样式感。

贾文龙的表演是本剧的一大亮点，在两个人物的塑造上均有突破，可圈可点。这对一个

成熟演员来说，实属难能可贵。他准确把握了大河、大堤父子两人性格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

之同，并运用恰当的艺术手段来展现。对大河，着力表现他的憨厚、朴实、善良、隐忍，以及深

藏在骨子里的倔强，重视人物内在情感的挖掘和表现。特别是和安澜分别的那段戏，尤为精

彩。明明是悲痛难抑，却又佯装笑脸；面对安澜时强颜欢笑，转过脸去含悲茹痛，这种瞬间的

情绪转换和分寸掌控，很见演员功力。当安澜离他远去，他挥着手，踮着脚，想用尽全力高喊

一声，终因悲伤难过气虚身软，抬起的胳膊慢慢放下，紧绷的身体随之松懈，一声“安

澜——”含悲敛气，低回幽咽，无限悲凉，直击人心。对大堤的塑造，既强调他性格中的倔强，

更注重展示他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风发，比之大河的质朴，更多一份儒雅。表演上，

注重文武并用、唱做并重；声音造型也更明亮、挺拔。在巨浪中搏击那段“大禹王镇守中原禹

门口，他要与龙王爷血战一场”运用真假声结合的唱法，更显出声音的峭拔，气势的高昂，搏

击的豪情。贾文龙为这台戏贡献了两个人物形象，也为豫剧人物画廊增添了两个艺术形象。

河南豫剧院三团有演现代戏的深厚传统和丰富经验，有集结全国优秀创作力量的胸

怀和眼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中西混合交响乐团，加上现代舞台科技的有效赋能，故而成

就了这台气势磅礴的豫剧黄河交响《大河安澜》，为黄河题材艺术创作奉献了新的成果，提

供了新的经验。

（作者系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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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由太原市书法家协会主

办的“好事近·白锐书法品鉴展”在太

原开幕。展览以词牌名《好事近》为名，

代表了展览组织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

此次活动不设开幕式，以自由品

鉴与学术交流为主，以书求教，以书会

友。活动展出白锐新近创作的50余幅

书法小品，形式包括扇面、圆光、对联、

条幅等，内容为儒释道经典文句、歌颂

山西风貌的古典诗词等。中国作协副

主席莫言为展览题写展标“好事近”。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中央

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中国书法家协

会顾问胡抗美分别为展览题词。山西

省书协顾问刘锁祥为展览撰写序言。

白锐在书法史论研究与创作方面

并行发展，相互交融，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有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家博

物馆、国家画院美术馆等专业机构收

藏。她从古代金石碑帖中广泛吸收营

养，又融入时代审美精神，书法艺术风

格体貌自成一格，儒雅而有力度。此次

白锐在太原办展，是她首次在家乡举办

书法活动。8月7日下午，白锐还做了题为《如何

理解书法艺术之美》的公益讲座，与太原当地

的专业书法创作者、书法爱好者展开近距离交

流与切磋。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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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重点新创剧目《风华正茂》将于9月

2日至4日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现场演出。现

代京剧《风华正茂》讲述的是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

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该剧于2021年9月参加第

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梅兰芳大剧院成功首演，千

余人现场观看，反响热烈；于10月6日参加第九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网络展播，共计165万人次观看；

2022年新年戏曲晚会上演出了《风华正茂》重点场

次片段；于 2022年初开始进行全国巡演，广受好

评。《风华正茂》主创阵容强大，由何冀平编剧，宫晓

东执导。为真实再现历史，切近人物形象，剧组以科

学严谨的态度，查阅大量党史资料，特邀党史专家把

关，组织专题党课，主创主演团

队多次赴湖南、江西、北大红楼

采风，深入实地、追本溯源。以

京剧艺术的写意性、程式化、虚

拟性为根本,坚守京剧艺术本

体，将写意性和史诗性、程式化

和生活化、虚拟性和时代性高

度结合，将传统艺术与时代表

达不断碰撞磨合，探索出一条

符合当下审美和时代需要的舞

台范式。

现代京剧《风华正茂》的创

排，遵循京剧艺术“以老带新”

的传承规律，汇集剧院中、青年

艺术家。剧中一级演员李博饰演毛泽东，优秀青年

演员郭霄饰演杨开慧，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饰演

毛母文七妹，花脸名家魏积军饰演李大钊，一级演员

张小清饰演陈独秀，一级演员黄炳强饰演杨昌济。

年轻人饰演革命先烈，既是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

礼，又是一次机会难得的艺术课堂。

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袁慧琴介绍说：“经过一年

的沉淀，此次重排，剧目在结构上有较大调整，演出

节奏将更加紧凑，剧院大批青年演员的加入，使该剧

朝气蓬勃、青春激荡，能更好地与当下年轻人产生共

鸣，让历史的演绎与当下的回应交相辉映。”

（任 文）

现代京剧现代京剧《《风华正茂风华正茂》》即将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即将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卷首语
一滴水的姿态 ……………………… 王宗仁
长篇小说
风起塔金 ………………… 尼玛潘多（藏族）
当代藏族女性人生价值的追问与求索

（佳作点评） …………………… 张淑云
中短篇小说
河东街事 ………………… 蔡测海（土家族）
种山 ………………………… 郑吉平（白族）
散 文
四代丹心 千里报国 ………… 牙韩彰（壮族）
青涩岁月 …………………… 马 克（回族）
诗 歌
沉鱼看见落雁 ……………… 单永珍（回族）
一名电工的生活哲学 ……… 姚 瑶（侗族）
高原情愫 ………………… 单增曲措（藏族）
迎接党的二十大
初心（小说） ……………… 益希单增（藏族）
岭南春色（诗歌） …………… 唐德亮（瑶族）
本刊新人
清清长河（散文）……………… 黄华婷（壮族）

“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
牛群福痣（小说）…… 吉·阿拉坦仓（蒙古族）

青格里（蒙古族）译
面朝黄土（散文）…… 吉格镫旺扎拉（蒙古族）

那仁其木格（蒙古族）译
漫漫驼铃声（散文）…西·宝音陶格套（蒙古族）

春 华（蒙古族）译
里海（诗歌）…… 哈·巴图吉日嘎拉（蒙古族）

哈达奇·刚（蒙古族）译
画春（诗歌）…………… 色·希尼夫（蒙古族）

额福·舒叶（蒙古族）译
云客厅
文学与人生的行旅 ………… 主持人：华珉朗

嘉宾：蔡测海（土家族）
评 论
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羌族诗歌创作…彭 超
封面美术作品：内蒙古风光（钢笔画）：陈新民
封二美术作品：光影斜落的记忆（油画）：曹甦
插图：陈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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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王 雄
作家人气榜 霞满天（中篇小说）…… 王 蒙
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及人格心理的文学探究

（评论）…………………………… 何向阳
好看小说 放飞（中篇小说）………… 禹 风
孤掌（短篇小说）……………………… 杨映川
王牌（中篇小说）……………………… 格 尼
摇桥（短篇小说）………………… 阿微木依萝
傩滩女人（短篇小说）………………… 王彤羽
老骥小小说两篇
新人自荐 勇敢（短篇小说）………… 朱芷杨
懦弱的勇敢（点评）…………………… 翟文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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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纸媒到新媒体的转场……………… 贾立芳

情系《普者黑》………………………… 郭绍龙
天下中文 在西沙群岛海面上的十一天

……………………… 文 珍
一个人的创业史……………………… 李一鸣
冤家路窄……………………………… 董 华
汉诗维度☆云 汉
西川的诗
往事的缨穗（组诗）…………………… 凌 越☆星 群
魏梓宜 李 壮 白哲翔 孙童翌 蔡小乐
张宇琳 张高峰 秦 风 许多余 小亡灵
黑 伞 孟 垚 葭 苇 康 俊 高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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