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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着人类追求自由的苍凉之美
——观音乐诗剧《大河》 □戴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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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生命的歌，黄河作为母亲河养育了
华夏儿女，是伟大的生命之源。以诗人吉狄马
加的长篇抒情诗《大河》为文本、由中国歌剧舞
剧院等出品的音乐诗剧《大河》（大剧场版），日
前在北京国测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剧院演出。从
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到王维的《使至塞上》、
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登鹳雀楼》、刘
禹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李白的《行
路难·其一》《将进酒》《公无渡河》、谢榛的《渡
黄河》、李流芳的《黄河夜泊》等一直到光未然
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黄河不
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更是诗人的创作之
源，黄河文化蕴含着灿烂丰厚的人文思想。音
乐诗剧《大河》从《序曲》和第一乐章《水之源》
就把观众代入一种空灵与苍凉的审美境界。开
篇，随着长诗《大河》字幕的推出，糅合着轻柔的
音乐，身着白色服饰的舞者共同营造出黄河的

“神性”，让人无比惊奇和无比赞叹的大河之源
作为生命之源展现出苍凉之美与精神之美。

在更高的地方，雪的反光
沉落于时间的深处，那是诸神的
圣殿，肃穆而整齐的合唱
回响在黄金一般隐匿的额骨
在这里被命名之前，没有内在的意义
只有诞生是唯一的死亡
只有死亡是无数的诞生
……
至此，音乐诗剧《大河》传达了一个朴素的生

命哲学，即一切生命的存在都依赖于水，任何一
个生命个体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水，水是一切生
命的源头。这些因生命之源而演绎出来的人性
故事中也贯穿着一条“大河”。千古风流的黄河，
它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咆哮坚强的黄河，连野兽
也恐惧它的力量；滴水成诗的黄河，它的智慧蕴
含在天地之间……黄河不断孕育绽放着人类发
展的新希望。

第二乐章是《春之孕》，在诗文字幕强有力的
感染下，越来越激荡的音乐使观众感受到一条勇
往直前的大河在不断引领着生命的成长；感受到
跨越九州的黄河，是哺育生命的摇篮；感受到黄
河的声音是那么响亮，山谷里透出大河的回响；
感受到黄河昼夜不息，生命的赞歌贯穿宇寰；感
受到黄河的音符在人类的生命中永不停息地跳
跃。第三乐章《和之邦》在歌唱家高亢的咏叹调和
诗文字幕的诗性引导下，观众向着艺术圣殿的高
度攀登。从这两部乐章中，我们看到黄河强大的
力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促使华夏儿女砥砺前
行，那些勇敢地站出来与困难相抗衡的人们有着
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永远不会被打败。人类在
大河在滋养下与大河共舞，大河不仅赋予人类生
命，还给予了人类伟大而仁慈的力量，正是这种

力量推动着人类繁衍生息。
是水让他们的双手能触摸梦境
还是水让祭祀者抓住冰的火焰
在最初的曙光里，孩子，牲畜，炊烟
每一次睁开眼睛，神的面具都会显现
哦大河，在你的词语成为词语之前
你从没有把你的前世告诉我们
在你的词语成为词语之后
你也没有呈现出铜镜的反面
……
第四乐章《天之籁》中，诗人把自己的灵魂与

大河融为一体，从一滴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开始，
让这滴水进入这首诗的心脏，给这首黄河颂歌注
入了奔腾的力量。舞台上，高亢的男声朗诵着《大
河》之魂，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

哦大河，你的语言胜过了黄金和宝石
你在诗人的舌尖上被神秘的力量触及
隐秘的文字，加速了赤裸的张力
在同样事物的背后，生成在本质之间
面对他们，那些将会不朽的吟诵者
无论是在千年之前还是在千年之后
那沉甸甸丰硕的果实都明亮如火
是你改变了自己存在于现实的形式
世上没有哪一条被诗神击中的河流
……
第五乐章《海之问》中，诗人继续用热烈的诗

性语言对大河进行描述，这些语言随着跳跃的音
符，拉着观众紧随着河流的节奏，汹涌地掠过群

山、村庄，也似勾起了无数仍然回响在黄河两
岸的歌谣。舞台上依然是土黄的色调，只是音
乐越来越激荡，这是对黄河的礼赞，仿佛一个
亮丽的漩涡进入了大河激流的顶峰，高潮在
此刻呈现。在全部音乐诗剧中，这一乐章像一
个转折，在这里稍一停顿，这条越来越宽阔的
大河就开始要缓缓汇入大海。河流归入浩瀚
的海洋，河的生命从此消亡，但海的生命诞生
了，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轮回之旅。

当你还是一滴水的时候，还是
胚胎中一粒微小的生命的时候
当你还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
不足以让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当你还只是一个词，仅仅是一个开头
并没有成为一部完整史诗的时候
哦大河，你听见过大海的呼唤吗？
同样，大海！你浩瀚，宽广，无边无际
自由的元素，就是你高贵的灵魂
作为正义的化身，捍卫生命和人的权利
我们的诗人才用不同的母语
毫不吝啬地用诗歌赞颂你的光荣
……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的沧桑孕育
着生命。当这条河流还是一滴水的时候，它就开
始朝着大海呼唤的方向奔流。大海接纳了这条河
流，让河流的终端一次次消失，但这是所有消亡
中最伟大的消亡。与其说是一种消亡，倒不如说
是消亡的消亡，是一次又一次让黄河获得了新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这就是一滴水的故事，是一滴
水自生至死无限循环从而接近永恒的故事。

《尾声》如同灯塔，照亮着希望与力量。《大
河》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
义和使命，所有人的命运最终扭结在一起，从
而构成了对“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诠释。每一
滴水都是不朽的篇章，每个用力奔跑的生命都
熠熠闪光。

哦大河！
请允许我怀着最大的敬意
——把你早已闻名遐迩的名字
再一次深情地告诉这个世界：黄河！
音乐诗剧《大河》所表现的大河是奔腾的，具

有史诗般的壮阔。诗人用诗意的语言讴歌黄河，
一天的奔腾是豪迈，一月的奔腾是坚持，一年的
奔腾是强韧，永远的奔腾是苍凉。大河向大海的
奔腾是一种使命，而它又像灯塔，照亮着大河两
岸的每一颗心，使人们在苍茫中看到了希望。在
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诗人唤醒着人们对生命的尊
重与追求，用艺术的力量让人们在困难中感受美
与希望，看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作者系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
究员）

离“上乘”还有一步之遥
——评音乐剧《赵氏孤儿》 □黄宗权

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开幕。习近平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报告。我认真聆听
并学习报告，感到非常激动感慨。历史、现实和未来在报告里交会，报告中
有党和国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奋进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的充分肯定
与鼓励，也有新征程上党中央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新的使命任务。

回顾过去，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基层文艺院团的带头人，多
年来我带领着团队一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致力于将戏曲艺
术的美学思维和逻辑运用到现代题材剧目的打造中，克服重重困难，战胜
艰难险阻，力求寻找到现代题材剧目戏曲程式的精准表达。重庆市川剧院
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坚持
守正创新，在创作文艺精品和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两项工作任务中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报告中专门谈到“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重庆市川剧院以出
人、出戏、出精品为奋斗目标，多年来创作了川剧《金子》《李亚仙》《江姐》

《灰阑记》《白蛇传》《玉簪记》《中国公主杜兰朵》等一批深受人民喜爱的精
品力作。其中，我参与创作的《金子》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清雅
文戏《李亚仙》被称赞为“经典重塑、老戏新探”的成功范例，《江姐》被认为
是红色经典故事的现代性表达……这一部部剧目的成功，离不开重庆川
剧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守正创新，坚守川剧姓“川”的原则不
动摇，固本不忘本；更离不开艺术家们一字一句、一腔一调、一招一式的千
锤百炼，一代代川剧人努力实现剧目品质的突破和超越，成就了一部部留
得下、传得开、唱得响的精品剧目。

报告中还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这些年来，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
强，我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重庆市川剧院坚持进行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各种尝试。无论是我与作曲家郭文景合作
打造的室内乐版《凤仪亭》亮相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还是新歌剧

《凤仪亭》登上美国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或是川剧《思凡》在荷兰艺术节
的精彩呈现，还有完整版川剧《李亚仙》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巡演以及
传统川剧《凤仪亭》参加第4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的演出……
一路走来，从跨界到深度融合，从片段式的“肢体语言”到向外国观众完整
地展现中华戏曲的综合美学体系，过程虽然艰辛，但我欣喜地看到，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国传统文化，并渴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品味中华文化
的精髓。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上，我作为中国文艺界的15位代表之一，登上了“中华文
化”方阵彩车，参加了游行活动。去年7月1日，我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的12位
先进模范代表之一，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这份荣誉既
是对我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也体现了国家对有着300年历史的川剧艺术的
重视和对重庆文化工作的关心关注。来自党和国家以及前辈艺术家对我的
赞誉及肯定，让我更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之重。

展望未来，在新起点新征程上，我将和同事们认真学习领会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并扎扎实实落到具体行动中去：在剧目创作上，要力求打造
出更多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对外交流方面，要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继续做好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的工作，
全面提升川剧艺术的国际传播效能，让更多原汁原味的川剧剧目亮相国
际舞台；在人才培养上，还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出更多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我坚信，遵循着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的新蓝图砥砺奋进，川剧艺术一定能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更加迷
人的光彩。

（作者系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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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赵氏孤儿》在我国是一个几近家喻户晓的故事，也可谓
中国文化输出最早的案例之一。18世纪中叶，法国作家伏尔
泰根据当时传教士的法文译本，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
《中国孤儿》，在巴黎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这个故
事流传到了英国等其他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版本。

2012年，英国编剧詹姆斯·芬顿改编的《赵氏孤儿》由英
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成功上演。这个话剧版本就是2021年
由徐俊导演的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的“底本”。

《赵氏孤儿》的“IP”之所以能在不同的时空中经久流传，
不仅在于它具备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戏剧元素，既有家国情
仇，又有忠奸信义，还在于其中舍生取义、忍辱负重的道德典
范以及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念，符合了普遍的超越了文化
差异的价值取向。这一经典故事也成为了艺术取材的富矿，曾
被改编为京剧、昆曲、越剧、舞剧、歌剧、电影等诸多艺术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曾经发生过几次
大的变更。在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是
忠臣赵朔的好友、门客。在屠岸贾要灭赵朔满门之时，程婴用
买来的婴儿代替赵孤，并与公孙演双簧让赵孤得救。最终公
孙被杀，程婴背负骂名抚养赵孤长大为赵家报仇。程婴最终
自杀以报老友。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编剧纪君祥
做了多处艺术渲染与修改，原来购买的婴儿改为了程婴自己
的孩子；原来是程婴抚养赵孤，改成了故意让赵孤投奔屠岸
贾，最后告之赵孤真相，让赵孤杀死屠岸贾报仇。

徐俊导演的音乐剧版《赵氏孤儿》之所以采用芬顿的话
剧版加以改编，显然是主创者的精心考量。在当下，如果继续
使用传统的“赵氏孤儿”的叙事，很难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
一是程婴何以献出亲生儿子代替赵孤受死？二是赵孤何以能
最终手刃抚养自己十余年的养父屠岸贾？前者为“救孤”，后
者为“复仇”，传统的改编版本对这两个问题大多使用超越人
伦亲情的“家国大义”“忠孝两全”等抽象的伦理来作出回应。
而在现代，这种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显然是存疑的。

由上海徐俊戏剧艺术中心推出的音乐剧《赵氏孤儿》采
用的芬顿改编版在这个方面恰恰做得较为成功。剧本力图赋
予角色具有传统人物不具备的现代人格，让整个剧情的发展
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叙事。在君主昏聩、奸贼弄权、忠臣
遇害、义士救孤、孤儿报仇的经典戏码基础上，叠加了道义和
情感的冲突，并在这一基础上设定情节。比如，程婴在赵孤生
母乞求托孤时，也曾反复推脱退缩，但在与襁褓中新生婴儿的
凝视中，产生了怜悯和恻隐之心而允诺偷偷带赵孤出宫。其
后，又因为守军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举动，让程婴一步步做
出了救孤的抉择。这种设定让人物的行为具有了现代人眼中
的合理性。不过，剧中的人物关系有一个错讹，芬顿的改编版
将赵盾作为赵孤的父亲，但无论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在历代
的故事中，赵孤的父亲是赵朔，赵朔的父亲才是赵盾，也就是
说，芬顿把赵孤的爷爷赵盾当作其父了（不排除是有意为之）。

从整体而言，徐俊版《赵氏孤儿》是一部在艺术上“完成
度”很高的音乐剧。剧情的线索是清晰的，结构设置也得当。
上、下半场的主线分别是“托孤”和“复仇”，故事推进的节奏
也比较自然。在舞美、灯光等视觉方案的呈现方面，《赵氏孤

儿》无疑是当前音乐剧同类设计中水准一流的。该剧布景简
约大气，“现代感”十足，舞台顶部悬置的突兀的石墙大框架，
前部高耸的置景仿照了巨石的皲裂设计，棱角分明，配合冷
色调的光影，营造出了一种世事沧桑的悲凉感。灯光的造型
性也很有特色，灯光的分区除配合了舞台的调度以外，斑驳
的色彩契合了故事的推进。关键节点闪现的红色象征了鲜血
和杀戮，黑白相间的驳杂则预示了正与邪的冲突。舞蹈动作
和场面的安排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避免了不少国内音乐剧
中常见的生硬植入群舞的尴尬场景。

“程子灵魂”这一角色是芬顿的大胆设置。在以往所有的
各类改编版中，都没有这一角色。程婴亡儿作为完全无辜的
牺牲品，幻化为一个时刻缠绕的孤魂，在音乐剧中以浪漫化
的方式实现了对程婴救孤杀儿的道德审视，也正是在这种不
断的“我有何错，为何杀我”的审视之下，程婴在剧末用自戕
来完成了对亲生儿子的救赎。

不过在笔者看来，在音乐剧中，这一人物设置是一出“险
棋”。也许在很多观众眼里，这个角色是一个亮点，但也应该
看到，程子灵魂的出现对观剧的体验会造成一些“消极”的影
响。比如，在程婴和妻子为是否用亲生儿子替换赵孤争执的时
候，程子灵魂以“实时存在”而非“虚拟存在”的方式存在于舞
台上，穿梭于程婴和妻子之间，而“冲淡”了两位主角的戏剧冲

突，且此时程子灵魂的“显现”并不合
理，因为此时还尚未让程子替换赵孤。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程子灵魂这个角
色，程婴杀子的道德责任是由观众或由
程婴自身来审视的，而程子灵魂的出
现，观众的“代入感”反而减弱了，有人替
观众完成了“审视”的任务。如果没有这
一角色，也许每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程
子灵魂”，而现在，无数个观众心里的“程
子灵魂”消失了，被舞台上那个具象的程
子灵魂取代了。

此外，剧中一些人物行为动机的合
理性也需要交代得更加清楚以增强说
服力，这是让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的前提
之一。在这个方面，该剧尚存在一些不
足和缺憾。比如，赵孤杀死养父屠岸贾
的动机就不够充分，或者说，不足以让
人信服。在古代的演绎中，传统抽象的
伦理大义是促成赵孤弑养父的原因，但
在现代，就必须考虑到人物的内心以及
人物行为的合理性。尽管与传统京剧、
元杂剧改编版相比，音乐剧《赵氏孤

儿》设置了赵孤成年后出游，知道了百姓对屠岸贾的怨愤，安
排了赵孤与生母见面，证实了程婴的话。但是，这些戏剧事件
在实际的舞台中所做的铺垫和演绎尚有不足，赵孤的内心是
如何把屠岸贾从朝夕相处的“养父”和人神共愤的“奸臣”相脱
离的？他在杀死屠岸贾之前内心的纠结、挣扎和进退失据是否
可以通过更多的音乐、台词、表演手段来展现？这些都是可以
进一步思考的。

在音乐方面，《赵氏孤儿》的音乐创作融合了金属、摇滚、
流行、歌剧、古典等多元的音乐风格。梁芒的歌词和台词创作
都堪称优秀。也可以看出，曲作者金培达在音乐情绪的酝酿
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剧中不少类似歌剧咏叹调的唱段，如
程婴所唱的“我不能看见黑暗欺压星光，因为我心也要一直
点亮……我只能挺起我的胸膛，抱住那些更弱的光，就像一
道又厚又高坚实的城墙”的唱段，韩厥的“江山何其大，英雄
渺如沙”的唱段等，这些唱段在情绪营造和揭示人物心理状
态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一些重唱段落，如赵盾和妻子的二重
唱、程婴和公孙杵臼的重唱、程婴和妻子的二重唱等，无论旋
律设计还是演唱表现都很出彩。

当然，该剧的音乐也并非完美无缺，比较明显的不足有
两点。一是音乐风格不统一。音乐剧的创作当然可以融合不
同的风格，而如何处理好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并最终服

务于整体戏剧的需要，是配器和编曲需要精心思考的首要问
题，该剧有些唱段曲风差异之大，听上去似出自不同人之手。
另外在剧中，有些音乐的风格和剧情是脱节的。比如，在人物
情感处于“严肃的”“升华性”的场景中，电声音乐的节奏和音
乐鼓点让这种“严肃”“升华”充满了一丝“戏谑”和“调侃”的
意味，这点在下半场比较明显。二是在人物唱段的设计上，不
少唱段结尾句的音程（度数）关系相似，甚或雷同，使得这些
唱段略显单调，也让音乐的戏剧推动力不足。

在演唱方面，演员们大多表现出了较好的音乐剧演唱功
底。当然，也有些演员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比如，赵孤的生
母（公主）一角，虽然显示了很好的台词功力和演技，但是演
唱能力较为欠缺，声音扁平，音准欠佳，这点在二重唱的段落
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角色的塑造上，该剧总体是很成功的，主角程婴、公孙
杵臼、程妻，配角韩厥、赵盾等人都塑造得较好，不足之处是
屠岸贾的角色塑造。作为剧中的大反派，屠岸贾的形象是戏
剧结构的重要一环，但一是演员的口音问题，导致了台词的
清晰性受到影响，二是演员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塑造存在不
足。屠岸贾的定位应该是霸道、奸诈、残暴无度而内心又充满
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的，甚或夹杂了对赵孤这个“义子”某种
长辈的慈爱。这些性格特点是融为一体的，正因有大奸大恶
的存在，才反衬善良正义的弥足珍贵和必不可少，但剧中屠
岸贾的形象略显单薄，不能不说是一点缺憾。

王国维先生曾在《宋元戏曲史》中对《赵氏孤儿》这样评
价道：“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确，传统名
剧《赵氏孤儿》是中国式悲剧里最极致的一部之一。如何将这
一经典的故事以现代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打动不同的观众，是
每一类艺术创作都需要探索的问题，找到适合各艺术体裁的
表现规律是这种探索的重要一步，在歌剧、电影之后，音乐剧
《赵氏孤儿》作了较好的探索，算得上是近年来本土原创音乐
剧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它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是较好地处理了
音乐剧艺术中音乐和戏剧的关系问题。这可能和徐俊同时担
纲导演和剧本改编有关。

透过《赵氏孤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前中国本土
原创音乐剧这些年来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可以看到中国本土
音乐剧整体制作水平的大幅提升，还可以看出中国并不缺乏
优秀的音乐剧人才。当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部剧也存在
一些不足。它的“好”在于它较好地实现了主创的艺术理念以
及对观众应有的真诚和尊重；它还可以“更好”，在于它在细
节上还可以打磨得更为精细一些。总之，它足够优秀，但也如
标题所言，离“上乘”还有一步之遥。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