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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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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越剧传习院的现代戏《第一缕
阳光》在杭州剧院首演。该剧表现了江南农村
不断向前发展的新生活，塑造了个性鲜明的、
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想
启示。在戏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线上线下结合的民主恳谈会上，人们争先发
言，讨论村子发展面临的问题，人民民主在推
动着农村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生活总是在不
断克服各种矛盾的斗争中前进的，回到20年
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冲突，随着剧情
的展开，冲突越来越激烈。

浙江温岭滨海村是一个先进村，锦旗、奖
状挂满了墙。但是生产要发展，为解决该村海
产品养殖过剩问题，要招商引资建水产保鲜
厂，就需要拆迁一些房子，这便引发了集体与
个人利益的矛盾。其中刘克缠的石头房——一
座有多年历史、有一定文物价值的房子，要不
要拆迁就成为其中突出的问题。

该剧的戏剧矛盾主要在三位老同学之间
展开。赵大海是村委会主任，手中掌握着权力；
刘克缠虽然是普通村民，但石头房是他的，所
以成为牵制赵大海的力量；许云岚是投资的企
业家，投不投资当然很关键，但她被赵大海、刘
克缠两方所左右，同时作为女同学的特殊身份
也能令她起到扭转双方情绪的作用。故事主要
表现了两个男子汉之间的博弈。

应该说，赵大海的性格中有许多优点。他有不断进取、追求“滨海速
度”的精神，他敢作敢为，而且真心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大事。但随着故
事的推进我们也看到，他自身的缺点和问题在不断暴露：只能进不能
退、独断专行，正如刘克缠批评的，他“不尊重老支书，不尊重村委，更不
要说尊重群众”，他养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面
对着创优争先、你追我赶，岂能够按部就班细商量？”赵大海认为，为了
工作，民主程序可以弃之不顾。这样自然就会把好事办坏，从而失去了
群众。村里的群众和村委们对此已有意见，但碍于赵大海的强势，大家
不敢说或不愿说出来。

刘克缠并不是有很高觉悟的人，他自嘲说自己是一个“不是东西的
东西”，他在拆迁、签协议的问题上与赵大海作对，影响了村里招商引资
工作的进展，其动机，有争强好胜和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但从他这一特
殊角度却能尖锐地看到并指出赵大海存在的问题。如此，他在客观上不
仅帮助了赵大海，而且起到了推进该村基层民主化进程的作用。

看该戏的前半部，觉得作品对社会矛盾敢于表现，且把矛盾表现得
很激烈，甚至推土机都轰隆隆地开上了舞台，场面极为紧张。但随着刘
克缠对赵大海的尖锐批评，我们感到作品还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剧
作家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只
有真正发扬基层民主，才能使我们党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但
我们有些基层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充分发扬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这部作品还使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川剧《山杠爷》。该剧中，
担任村支书的山杠爷真心为群众服务并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但
他的学习不够，跟不上时代，甚至还触犯了法律，造成了个人以及集体
的悲剧。山杠爷的形象具有那个时期的特点，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赵
大海作为新时代里的人，他的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从中也可以
看到，剧作家郑朝阳有可贵的忧患意识。在时代的发展中，总是会不断
出现新的问题。我们看一部现代戏，不但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故事，而且
希望能得到新的思想启示。郑朝阳看到了值得重视的问题，并且通过生
动的故事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是很值得称赞的。

剧中矛盾发展至高潮，赵大海的村委会主任职务被罢免。但最后一
场，老同学之间的矛盾在他们年轻时经常聚会的地方“楼台会”得到解
决。赵大海毕竟是有一定生活阅历、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干部，在受到挫
折和教训后能够自省。刘克缠虽然尖锐地批评赵大海，但仍怀有同学之
情，在赵大海认错后，他也能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把准备给儿子
买房的钱作为投资入股。在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中，他们还解决了建厂
修路的矛盾。赵大海表示，“官可以不当，事情不能不做”，村里的群众也
没有忘记赵大海做过的好事，宽厚地对他进行挽留。老支书提议，请他
做民主恳谈的监督员。这个结局是真实的，也给人以温暖。我们相信，经
过这一番“斗争”，人们都会进步，村里的民主进程会更快地发展，人们
之间的关系会更和谐。风雨过后阳光会更灿烂。

该剧值得称赞的不仅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其舞台整体呈现也可圈
可点。“80后”导演杨小青充满青春活力，演出吸收了很多音乐剧的表
现手段，而且风格和谐统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主要演员
的表现与群众活动的排场安排得当，使我们看到了一幅动感十足的现
代农村风俗画。扮演赵大海的徐铭和扮演刘克缠的孙旻婕、扮演老书记
的朱健健都是女演员。在古装戏中，女小生具有特殊的韵味，但演现代
戏，女演男却是很大的挑战。徐铭和孙旻婕、朱健健等都演出了男子汉
的气质和不同的性格，这在现代戏中是很难能可贵的。此外，扮演许云
岚的周妤俊也演出了企业家的风度，群众演员也勃勃有生气，整台演出
给人留下了美好印象，显示出杭州越剧传习院的整体实力和良好院风。

今年以来，我看了浙江好几台优秀的现代戏，可以看出浙江的戏剧
创作正呈现旺盛的势头。此次《第一缕阳光》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相信这一缕“阳光”经过不断加工提高，一定能更加明媚、更加耀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戏剧评论家）

生活无处不有，人民无处不在。“作家要做人民的学
生”，就是要到生活中去，要到人民中去。

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起我们的老作家柳青。柳青
出生于陕北的黄土地，抗战时期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出
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到陕北深
入生活，解放初期定居北京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
编。1952年5月，为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迁回西
安，任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随后又辞去县委副书记
职务，举家落户在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在这
14年里，他把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完全融进了皇甫村这片
土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
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他的创作思想和文学品格，也成就了
用文学作品艺术地记录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呈
现新中国农民精神风貌的鸿篇巨著《创业史》。

如今，经过岁月的磨砺，当我们重新捧读柳青的《创
业史》时，仍会由衷地发出对这部小说的赞叹。赞叹作家
直面社会矛盾时是那样的勇敢，赞叹他对生活的描写是
那样的细腻，对人物的刻画是那样的逼真，对语言的运用
是那样的生动和具有创造性，每一个字都带着泥土的味
道和晶莹的露珠在皇甫村的庄稼地里茁壮地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创业史》无疑是柳青最坚实的代表作，是
新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柳青也无疑是作家、
艺术家扎根人民的典范。

正是由于柳青心中有了人民，他的脚板才会踏进生
活的泥土，成为站在精神高位的人，成为坚守信仰、胸怀
理想、超越世俗的人。几年前我创作话剧《柳青》，就紧紧
抓住了作家的“人民性”这一点。正因为心中有人民，柳
青才会放弃大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放弃官职，在农村一
住就是14年；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会保持清醒的头脑，
始终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未来，始终关注现实、紧
贴时代，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抒怀、为人民立
传。“人民性”使作家柳青有了献身文学事业的志气，有了
充盈在创作理念及其作品中的地气，还有了坚持真理、不

向谬误低头妥协的骨气。
作家要为人民写作，除了要有生活意识，还得有创新

意识。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虽然
写作往往是回头看发生过的事，而创新却是要往前走还
没走过的路。因此，重复和模仿是艺术创作的大忌。作
家、艺术家能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其创作自然也能
超越一味寻找新题材、谋求新写法、追求形式感的“伪创
新”层面。真正的创新来自永不停止的思想解放。大凡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思想者；大凡优秀的文艺作品，也都
闪耀着思想的睿智。莎士比亚的戏剧，传递给我们的首
先是人性解放的思想；关汉卿、汤显祖的戏曲，传递给我
们的是因果报应、扬善惩恶的观念；鲁迅的作品，传递给
我们的是灵魂高于肉体、精神高于世俗的境界……可以
说，戏剧舞台从来都是承载艺术家使命的殿堂，艺术家通
过戏剧去反映人民的生活，去透视社会、认识人生、传递
思想，这是舞台艺术最基本的原则。

真正的创新也来自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高度热情
和深度体悟。当年柳青为写《创业史》，当了10多年农
民；魏巍为写千字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历了抗美援
朝的枪林弹雨；刘白羽60多岁时还为写反映西线战事的
作品，带领一批军队作家穿梭于战场上的猫耳洞与火线
之间……而如今，这样用生命和热血体验生活的创作者
变少了。或许是当今的生活节奏太快，或许是因人们的
生活安逸起来了，或许是由于网络、新媒体为信息的获取
与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不少创作者离生活远了，离人民
远了。更何况，作家、艺术家即使到生活中去了也并不等
于就“获取”了生活。农民一辈子种地，但并不是每个农
民都能写好他们的生活、都能成为艺术家，关键要看创作
者能不能从生活中发现和认识有价值的东西，有没有扎
根人民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如何提高“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质量，是作家、艺术家面对的重要课题，如果创

作者在生活中采收不到葡萄，就无法酿造出美酒。
话剧艺术最突出的优势，是它反映现实生活的功

能。话剧之所以最初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并于20世纪初
进入中国，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迅速普及并走上
了“民族化”的道路，在历经社会变革中愈发呈现出旺盛
的生命力，也正因为这一点。作为一个戏剧大国，中国的
戏曲有三百多个剧种、数千传统剧目。中国观众能迅速
接纳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并给予它很高的热情，主要在于
话剧能深刻地描写人生和真实，能快速地反映现实生活，
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
的。纵观话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凡是哪个时期的话剧
对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参与程度越高、越普遍，
哪个时期的话剧舞台就越繁荣。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代，作家、艺术家往往还面临
着“三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不好好读书、不努力学
习。优秀的创作者需要不断给自己充电，你想给观众一
百瓦的照明，自己就得有一千瓦的电源储备。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就曾说过，我们对文学犯下的“最严重
的罪就是不读书”。第二个敌人是浮躁，心浮气躁是一切
艺术的天敌。我们不能有了一点成绩便总是渴望得到别
人的“赏识”，却不在乎人民是否真的“欣赏”。第三个敌
人则是名利的诱惑，尤其是金钱的诱惑。一些人把艺术
当作赚钱的工具，是对艺术极大的亵渎。

如何战胜这些“敌人”，我想到了一个寓言：一堆木柴
被点燃了，栖息在其中的一群蚂蚁夺路而逃。突然，蚂蚁
停止了逃跑，返回身去，浩浩荡荡地冲进了火海。因为，
那里是它们的家……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生活的热土
就是我们的家，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投入人
民的怀抱，做人民的学生，不需要有太多太大的豪言壮
语，只需有一点蚂蚁为了回归家园而能赴汤蹈火的精神
就够了。

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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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柳青》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扎实推
进文化润疆工作，以“‘一带一路’·文艺交流·文明互鉴”
为主题，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
心、浙江省文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办，浙江省评
协、新疆评协、中国文艺评论（新疆大学）基地、中国评协
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九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
论坛·天山会议，8月16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五家渠市开幕。论坛旨在研讨10年来“一带一路”文艺
交流经验，进一步探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要如何更好
地发挥文艺作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评协主席夏潮表示，10年来“一带一路”激活了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
路精神。建设“一带一路”的“文明之路”，中华文明和中
华文化有着突出的优势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坚定
文化自信，发展面向世界的文艺，以文艺的形式用情用力
讲好中国故事，要包容、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
优秀文艺，让中华文艺与其他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
的文艺一道，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是中国评协、中国文
联文艺评论中心和浙江省文联共同创办的常设性品牌论
坛。2015年以来，论坛紧随时代步伐、聚焦创作现场，业
已发展为涵盖各艺术门类、汇聚广大青年文艺评论家的
重要平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单瀚清
表示，本届论坛将新疆文艺置身于世界文艺的大格局中
审视思考，顺应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大势和发展使命。开幕式后，中国评协副主席向云驹
等7位学术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当天下
午举行了分组论坛，文艺理论组、戏剧影视艺术组、造型
舞台艺术组每组各有20位研讨嘉宾和30位新疆文艺评
论工作者参加。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在总结时表示，
本次论坛嘉宾构成多元、学术含量富集，论坛内容饱满、
视野开阔。会议共达成了五点共识：一、文艺对自身文明
要有高度自觉，对自身文化要有高度自信；二、文艺要以
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拥抱人类文明；三、文艺要致力
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
文艺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五、文艺要成为文
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使者。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要广泛传
播此次论坛上丰富的思想理论成果，并在今后的文艺实
践中发挥切实有效的影响作用。 （路斐斐）

本报讯 由方旭导演，孙骁潇、张瀚生等主演，
根据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
多》改编的北京人艺小剧场新排剧目《等待多哥》，9
月8日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上演。《等待戈多》曾于
1998年由北京人艺首次搬上中国舞台。此次新排
之作将剧名中的“戈多”改为更具本土气息的“多
哥”，更加突出了该剧主题。“人人都在等待，等待什
么不重要，等待的过程才重要。”方旭表示，作为一部
荒诞派作品，该剧与现实又有着紧密连接。“等待本
身的不确定性让人在这过程中思考，其中既有哲学
层面的也有现实方面的意义。希望通过该剧能与当
下的观众共同探讨等待的意义。”

《等待多哥》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完整

的故事线索，如何在这样的荒诞派作品中让演员实
现具体而又抽象的表演，成为此次排演的重点。在
导演带领下，青年演员团队从文本交流到本土化创
作进行了大量工作。在不改动原作精神的基础上，
力图让剧中语言更加生活化，力求在表演中能真实
地去感受与交流。演出中，镜像式的舞台设计巧妙
利用了人艺小剧场可以自由移动座椅的设施条件，
让整个舞台成为一个镜像呈现。演员在一面观众席
的对面表演，使其产生一种与演员身处同一空间的
代入感，在拉近观演距离的同时亦强化了剧中人物
的孤独感。“两个等待者就是观众。”主创表示，希望
观众在观剧时能有更多期待，在走出剧场后会有对
戏剧与自我的更多思考。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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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小剧场新排剧目《等待多哥》首演

本报讯 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
主题，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传部日前联合北京诗词
学会朗诵委员会、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河北保定
国学学会和天津市武清区作协举办了“京津冀红色
诗歌朗诵会”三地线上线下联动活动。朗诵会分为

“烽火岁月”“时代赞歌”“幸福小康”三个篇章，呈现
了一场生动的党史军史学习传承和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活动。

朗诵会上，来自三地的艺术家深情吟诵了《沁园

春·雪》《向着太阳走 我爱旗帜红》《丹心扬军威 热
血铸国魂》《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七月赞歌》等
优秀红色诗歌及原创诗歌作品，展现了文学与朗诵
艺术的魅力。与会代表在活动结束后做了发言点
评。大家认为，通过这种互动交流方式，可以凝聚力
量、鼓舞奋斗意志，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优秀红色
阅读资源，促进京津冀地区文学艺术与诗歌朗诵艺
术的协同发展。

（梦 龙）

“京津冀红色诗歌朗诵会”举办

徐铭（左）饰赵大海，周妤俊（中）饰许云岚，孙旻婕（右）饰刘克缠

本报讯 以五代后梁画家、北方山水画创作宗
师荆浩为名，荆浩画院暨太行山国际写生基地日前
在山西壶关澳涞山庄举行成立仪式。书画家王西京
受聘担任画院首任院长。荆浩画院成立的宗旨是研
究荆浩的学术体系、艺术思想，传承中国画艺术，通
过开展各种学术和对外交流活动，助力当代美术事
业蓬勃发展。

荆浩字浩然，自号洪谷子，山西沁水人，被誉为
我国北方山水画鼻祖，是山水画水墨理论的倡导者、

实践者，著有《笔法记》，存世画作有《匡庐图》等，在
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王西京表示，画院成
立后将努力做好荆浩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传承工作，
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太行文化影响
力，为繁荣山西省美术创作、推进山西文旅事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成立仪式上，画院为45位书画家颁发聘书，并
与山西传媒学院等13所艺术院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在此设立学生实践基地。 （路斐斐）

荆浩画院暨太行山国际写生基地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