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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进入当下，归根到底还是必须解决思想

与艺术双重拓新的问题。没有拓新不行，偏于一隅也不

行。双重拓新就是由升华了的思想引领艺术的嬗变，复

由耳目一新的承载方式彰显思想的光芒。二者交相辉

映，进而打破戏曲的审美惯性，使之获得当下品格。由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创

作演出，吴佳斯导演，周帆主演的罗怀臻新编湘剧《夫

人如见》，显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创造实践，不仅让所属

剧种焕发了光彩，也使通常意义的戏曲形态发生了改

变，令人耳目一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曲艺术迭代更

新的努力。

此剧就题材看，是写谭嗣同与夫人李闰的夫妻之

爱，通常这很容易写成一般意义的卿卿我我，进而弘扬

爱的坚贞。但罗怀臻在面对这一题材时却显现了他的

不凡之处，他以旧时丈夫给妻子写信时，开头习惯性的

格式化用语“夫人如见”做剧名，宣示了该剧的题材特

征，紧接着便很快展开编剧对夫妻间爱情本质的独特

思考。从中我们看到，夫妻之爱的本质不仅仅有付出、

牺牲，还有用爱濡润、激励、升华彼此，最终从小爱走向

大爱、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由“小我”奔赴“大我”的人

格涅槃。

剧中展现的李闰与谭嗣同之爱，起初和中国古代

所有旧式家庭的夫妻之爱没什么两样，男人外出谋业，

女人教子持家。男人惦念着家中的妻子，女人思念着远

方的丈夫。男人会因此愈加勤勉，女人也无时无刻不在

祈祷着男人事业有成、出入平安。如果没有什么变故，

他们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中走完爱的里程。当谭嗣同因

变法失败而惨遭杀害后，李闰起初也和许许多多未亡

人一样悲痛欲绝，并打算随他的魂灵而去。至此，作者

已经把夫妻之爱的既有之意诠释得淋漓尽致，然而此剧的用心并不止于此，作

者要告诉我们夫妻之爱的另一层含义，一种全新的境界。当李闰从公爹口中得

知丈夫临死前曾假借父亲的名义写了7封“责子书”，从而使全家老小免受株

连的良苦用心之后，她决定要好好活着，要使这幸免于难的余生更有价值。这

是她的觉醒，也是丈夫的冀望，于是她当即撅了烟枪，毅然担当起公爹交代的

“三桩托付”。在具象的行为层面，她完成了抚养义子、掌管家族事务和为丈夫

建造祭祠的任务；在抽象层面，她又以倡导放足、兴办女学、开设育婴院，直到

最后以一身时尚装束完成了一个小女人向新女性的升华。而这一套服装也是

早年丈夫送给她的，这一升华实质上也是对爱人嘱托的践行。观众由此看到夫

妻情爱还可以涵育出人类大爱，由爱一个人到爱更多人，朝着对方所希望的方

向不懈攀升，用更好的自己去点亮社会。这是爱的果实，是爱的深义，是人类情

爱的高级境界。演出也由此显示出不凡的思想高度。

戏曲出于审美的需要，通常很在意结构，强调“一人一事”，尤其是“一事”

几乎是不可突破的藩篱。该剧因为要表现谭嗣同与夫人李闰的精神涅槃，所以

原有的一人一事的结构便不能满足需要，甚至会制约创作者意图的实现。为

此，罗怀臻对戏剧结构进行了再造，勇于艺术拓新，以上下两个半场、两个“事”

项的“两段体”结构，实现了对人物“成长史”的整合。

全剧前半段基本是写谭李二人的情感交往，是李闰最终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的由来和性格起点。后半段则写李闰由丧夫的悲痛、绝望和沉沦中站起，走出

“小我”奔赴“大我”的人格擢升，这是人物也是作者思想求索的最终实现。如果

按照“一人一事”的结构，此剧到李闰完成公爹的“三桩嘱托”即可收煞落幕，但

作者对情爱升华的意图便无从表现。罗怀臻在这里借鉴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

的形式，采用主要叙事段落多在第二折完成的“倒高潮”结构传统，把后半部结

构成一个情绪性的续篇。让观众看到，李闰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并完成了家族事

务之后并未止息前进的步伐，而是在新的起点上一路狂奔，高歌猛进。这一段落

虽由当下所引发，却不为当下所制约，恣意前行，直达人格涅槃的高点。为了使

这延宕出来的戏更具可看性，作者放弃了一般意义的故事性安排，集中笔墨于

人物情绪的开掘。如果说戏的前半部侧重写实，那么这后半部则更重写意；如果

说前半部偏于叙事，那么后半部便意在抒情。通过一群女人“向前向前向前进”

的“放足”舞蹈，通过对弃婴的意外发现，表现了主人公李闰爱的延伸。如此，两

个部分相互映照，既分工又补充，致使全剧张弛并至、抑扬相兼、情理交融。在情

绪和理念的高潮中完成了对思想的阐发，实现了审美的升华，赋予精神追求以

可知可感可欣赏的舞台直观。这里，全新再造的戏剧结构，走向了功能与目的、

必要与有效的完美统一。

纵观全剧，思想和艺术的双重拓新还带来了该剧演出形态的焕然一新。

全剧舞台十分简洁，幕启，舞台两侧分别放置着两张古琴，背景幕布似两

张白色信笺，分别写着夫妻间书信的启语“夫人如见”“夫君如见”。在点明了戏

的主体内容的同时，也宣示了该剧所采用的独特的叙述方式，把观众带到一个

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戏剧情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琴”与“情”可相通，是男

女之爱的隐语，是一种隐秘情感的符号性表达。借助“琴”的隐喻，让观众看到

剧中人“情”的共执、“心”的互通。这一场清幽雅静的夫妻对语，把山雨欲来的

惶恐隐匿其中。这里，琴虽在，却未曾弹奏。信初起也只写了个开头，它要告诉

我们的是，这一切都溺杀在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那一个血腥之夜。这是一个富

有“包孕性”的场面，它连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往的琴瑟和谐、现在的戛然

而止、未来的重新接续……看似静雅的场面，带给我们诸多的躁动和不安，引

发我们对剧情和人物命运的关切。

在表现李闰沉沦的场次中，舞台又出现了一堵高墙，与主人公狭小的卧榻

形成强烈对比，显现了人物此刻的孤独、绝望和无助。她的沉沦其实并不仅仅

是境遇与命运的破裂，而是精神的崩塌，所以这里的她跌入了生命的最低点。

这样一种表达不禁让我们对人物心生悲悯，同时也希望看到她在绝境中奋起，

重拾爱的力量，找回生命的强悍。这些都是以一种沉郁的方式传达给观众的。

后半部分开场，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占据舞台主域的荷花塘，满池荷叶晶莹剔

透、生机勃发。这正是重新站起后，向着爱的新境界迈进的女主人公李闰的精

神造像，给人一种历死而复活的重生之感。最后，当她以一身时尚装束出现在

我们面前时，全剧的诗意形态、象征风格便浑然一体，上下两部蓦然打通，成为

思想和艺术双重拓新的精妙载体，赢得了“说”与“被说”的双美。

至此，一部走入当下又极具美感的湘剧新作便完成了它的双重拓新，向我

们款款走来。

（作者系安徽省剧协原主席、戏剧评论家）

以纪念和歌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为题旨的舞台艺术作品不少，而近期由蒲逊编

剧、西安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延水谣》，却另辟蹊

径，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方

法，讲述了当年发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一群学员

的生动故事，讴歌了人民文艺与生活、与人民、与时代

关系的永恒真理，赓续了革命文艺的文脉，谱写出新时

代文艺的华章。

记得胡乔木同志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写到，他当年奉毛主席之命去征求

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名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意见时，郭沫若就曾以“有经有权”给予高度评

价。所谓“有经”指的便是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精辟揭示了人民文艺与生

活、与人民、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经典性的深刻

阐述，是永恒的真理，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

导文艺事业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

高成果；所谓“有权”指的则是有鉴于当时抗日战争特

殊历史环境的需要，必须采取的合理的权宜之计，比如

文艺必须从属于、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等。

话剧《延水谣》遵奉鲁迅先生力倡的“选材要严，开

掘要深”，立足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

历史实践和21世纪新时代的文艺实践，通过生动感人

的故事，扬话剧之审美优势，艺术化地讴歌了人民文艺

一以贯之的必须坚守的永恒真理。

首先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便说：“文艺为什么人

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话剧《延水

谣》开篇，便是一群奔赴延安求学于“鲁艺”的革命青年

学子在“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为什么林

逸萍、竺之奇、文慧心乃至身为鲁艺教员的舒朗，都倾

心倾向于选择排练那个由林逸萍创作的描写五四时期

青年个性解放和追求爱情的剧本《秋夜》，而杨三妹和

老农梁满禾、战士陈大川等却喜欢黎霞从中央苏区带

来的反映抗战生活的《前沿》？从表层看，似乎是“普

及”与“提高”、“为人民”与“为艺术”之争；而实际上，争

论的焦点正是“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全剧虽并未在台词中表述这一永恒的真理，却循着故

事的演绎、人物的情感变迁和心灵升华，自然而然地展

现了鲁艺学员在“立脚点”和“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

兵”问题上艰难而又深刻的思想嬗变。真是不著一字、

不喊口号，却尽得了人民文艺为人民的真谛和精髓。

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悟、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仍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其次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这是唯物史观的永恒真理。且看话剧《延水谣》，林逸萍

由奔赴延安路遇艰辛产生过动摇，到投入鲁艺波澜壮

阔的生活，尤其是深入抗战第一线生活经受的磨炼，令

她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的革命文化自信的文艺战士，

并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创作的《秋夜》剧本需要加工提

升和在排演中精心打磨；而竺之奇却经不住战斗生活

的考验而离开了鲁艺。至于文慧心与范铁锋从交往的

摩擦碰撞中产生出爱情的火花，靠的全是战斗生活的

锻造与洗礼。那被压碎了壳的笔到用弹壳自制的笔套，

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把一位有着几分粗鲁之气的战斗

英雄团长与文质彬彬的革命才女的爱情之路，铺垫得

如此熨帖！还有鲁艺教员舒朗的精神升华、鲁艺美术系

学员沙芒的审美观念嬗变，都离不开生活土壤的培育。

再次，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描绘时代的精神

图谱，理应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话

剧《延水谣》既为鲁艺师生画像，又为鲁艺诞生和发展

的那个伟大时代立传，同时也为当时社会乃至今日之

新时代明德。观《延水谣》、诵《回延安》诗、徜徉在延安

精神中，我们当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

立足于人民文艺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毛

泽东文艺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中华优秀文艺理论

总结好人民文艺创作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大业

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评协首届主席）

人民文艺永恒真理的一曲深情颂歌
——评话剧《延水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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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马街书会是全国曲艺行当的盛会，有着七百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曲艺文化“活化石”。书会在

宝丰县城南7公里处杨庄镇马街村北应河岸边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齐集于此，说书

亮艺。2006年，马街书会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书会的正日子是农历正月十三日，但实

际上，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一就陆续开始了各种活动。

全国各地的艺人、学者、专家、学生、记者、摄影师等各

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前来赶会，参与一场麦田里的非遗

曲艺盛宴。

2024年是疫情三年之后马街书会再次启动线下

举办模式的第一年，中国曲协、河南省曲协、平顶山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宝丰县委县政府做

足了准备，迎接八方艺人。因雨雪天气，2024年书会

规模小了许多，但官方统计数据依然亮眼：2024年马

街书会参会艺人1056人、332摊。其中，来自安徽、河

北、山东、青海等地的外省艺人有213人，来自宝丰县

内的本地艺人有385人。参会艺人最大年龄86岁，最

小年龄仅6岁。参会30年以上的艺人有98人，参会

50年以上的有52人。这些艺人带来的曲艺节目有河

南坠子、襄河坠子、豫西大鼓、豫东琴书、安徽琴书、京

韵大鼓、河洛大鼓、凤阳花鼓、湖北渔鼓、天津梅花大

鼓、苏州评弹、四川清音、贵州侗族大歌、大调曲子、山

东快书、陕西快板以及三弦书、评书、乱弹、道情等，曲

艺曲种40多种，可谓应有尽有。

这里有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表演的评书《岳飞

传》《康熙买马》，有社旗县老艺人袁聚海表演的三弦

书《诸葛亮吊孝》、安阳艺人崔银娣表演的河南坠子

《大明恩仇记》、南阳艺人叶子立表演的评书《大红

袍》，有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再传弟子杜鑫杰表演的

《红楼梦》片段评书《贾政猜灯谜》《善才庵庙会》《元妃

省亲》《钗黛展才论高低》，有河南鲁山艺人冯国表演

的鼓儿词《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消防安全记心间》，还

有山西运城艺人焦军芳表演的河南坠子《杨家

将》《劝善》等，举不胜举。众多艺人的表演、丰富

的曲种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一日可赏千台戏，三天胜读万卷书”的马

街书会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距离

春季开学还有几天时间，不少学生恰好有时间

来赶会。他们有的是来搞民俗调研的，有的是为

自己的毕业设计搜集素材的，有的是在老师带

领下做课题探究的，还有的是来搞服务助阵的。

2024年书会期间的大雪，也未能阻挡大学生们

赶会的热情。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璐博士从“小红

书”APP上搜索到马街书会，就急忙买票乘高铁

赶到宝丰进行田野调查。2月22日上午，她站在

公益亮书台前采访刚刚演唱完河南坠子《傻瓜

要娃娃》而走下舞台的赵玉萍老艺人。赵玉萍告

诉她：“我从小就喜欢说唱，后来拜师学艺，每次

演出前都把那台词背得死死儿的。我年轻时曾

获得过四届说书状元，现在老了哟！不过，我的爱好影

响到了儿子。我儿子板胡拉得好，现在正在场地南边

表演呢。”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录音机的张璐博士

感到收获很大，她开心地说：“我昨天就已经在这里采

访一天了，主要是想研究曲艺的场域文化，为我的毕

业论文寻找一些素材和实例。亲身体验书会盛况和与

老艺人的对话对我的论文有非常大的帮助。”

22日午后，在马寨村“艺人之家”李天一家的门楼

下，一位小伙子架着摄像机采访来自许昌禹州的老艺

人。他问：“您每年都来赶马街书会吗？”老艺人答说：

“基本年年来，因为有艺人之家的热情接待，书会期间

不用操心吃住，一心表演，所以很愿意来。”问及小伙子

来自哪里？他说自己是河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学习播

音主持专业，毕业设计选题就是研究马街书会的。

平顶山学院的学生团队也在马街书会上紧张地

忙碌着。他们正在做一个关于语言文化资源与乡村振

兴的研究课题的前期调研。这些学生有的来自新闻与

传播学院播音专业、编导专业，有的来自文学院戏文

专业。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三一

直蹲守在宝丰，采访了20多位民间艺人，录制了艺人

的表演、说唱影像素材。

在古老的马街书会上，来自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学

生的身影穿梭其间。作为传统民间曲艺交流交易场所

和文化空间，新时代的马街书会不仅为艺人们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切磋技艺的场所，也为热爱曲艺的大学生

们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机会。有大学生热情参与的马

街书会让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传统艺术的发扬光大后

继有人。

（作者刘佳系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学生，作者赵焕

亭系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

本报讯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

院制作演出，沉浸式谍战题材话剧《北平1948》日前在

北京南锣剧场上演。全剧以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真实

发生的文化国宝保卫战为故事蓝本，讲述了爱国人士

们为守护历史文物做出的抉择与牺牲。京演集团副总

经理、北京儿艺董事长董宁表示，此次演出作为该剧自

2023年在北京报国寺试演打磨后迎来的全面升级，进

一步加强了与观众的沉浸式互动，以更时尚现代的空

间氛围、更真实走心的场景设置、更丰富多样的观演玩

法，让观众在演艺新空间中感受戏剧之美。

逼真的北平街景、谍战悬疑的剧情、细节满满的沉

浸式游戏……此次演出主创团队对剧场内多个特色空

间与露天420平方米外围空间进行设计，剧场舞台也被

改造成360度四面台，结合舞美装置、多媒体、灯光、声

效等手段共同营造出1948年的实景氛围，烟糖小贩、报

童等设置为空间更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该剧还为观众

设计了密语电话亭、来自1948年的邮筒等可深度参与

的打卡点，以“谍战”为主题的剧本杀、密室、变装游戏，

并在剧情中植入了一场需要观众全员参与的“抓特务”

游戏，其中“特别行动小组”的观众更是享受到了长达3

小时的观演时长。“这是一场需要观众和演员一起完成

的演出。”北京儿艺副院长，该剧编剧、导演王炳燃表示，

希望通过这种极近距离的表演氛围让观众在剧场中得

以回望历史、看到当下、展望未来。 （路斐斐）

谍战话剧《北平1948》沉浸式体验再升级

宝丰马街书会上穿梭着大学生的身影
□刘 佳 赵焕亭

2月 21日，演员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马街书会表演

河南坠子《咱们的中国节》。 （新华社发 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