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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思想而伟大”
——观话剧《马叙伦》

□欧阳逸冰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只不过是一根芦

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

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见《帕斯卡尔的思想哲

学》）。浙江省话剧团以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

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

创始人马叙伦先生为主人公原型的大型话剧

《马叙伦》（编剧林巧思，导演李伯男），其所描绘

的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再次印证了这句话——

“人因为思想而伟大”。追求真理的思想航

船永远向着真理的灯塔。

笔者以为，这是话剧《马叙伦》最重要的精

神含蕴。

然而，思想的探索是抽象的，戏剧的呈现是

形象的。对于戏剧创作而言，所有的历史资料（当

时的生活现实和思想现实）都是戏剧创作的基础

素材。这部戏献给观众的主人公，应该是鲜活生

动的、可亲可信的、心心相印的舞台形象，其突出

的个人品格和突出的时代特色，让观众心中能怦

然感受到那段历史奔涌向前的伟大活力。

很可贵的是，编导深知，戏剧表现主人公和

历史的“伟大”，不是依赖“伟大”的词语，而是创

造出令人感叹不尽的戏剧动作，并在其中霍然

描绘出可爱而又可敬的主人公的灵魂。

“休夫”喜剧中的独立与自由

编导在这部严肃的正剧中，精心设置了一

场令人爱不胜收的喜剧：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既

不揭开盖头，也不喜饮交杯酒，却一心乞求新娘

子写一封“休夫书”，“摘掉”自己新郎的“花冠”。

主人公坦率地承认，他“爱上了梦中人”，一个曾

出现在他家前厅的绣花女。她美若仙女，令他铭

记在心，无法忘怀，非她不娶。因此，对“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新娘子王瑛来说，“强行结成夫

妻，捆绑一世……不都是太残忍了吗？”然而，聪

颖的新娘子巧妙地让主人公为自己揭开红盖

头，主人公惊呆了，这新娘子正是主人公“梦中”

见过的、非她不娶的绣花仙女！

如果写到此，仅仅是为了让观众颐然一笑，

那不过就是个小噱头罢了，还谈什么“思想”？令

人惊叹的是，新娘子执意要完成诺言，写出休夫

书。因为，伤心的是自己“深情错付”。她曾经悄

悄阅读过主人公在上海办的报刊和发表的文

章，甚至深夜帮助主人公母亲刺绣鞋垫，那正是

为主人公而做的呀！主人公闻听此言，立即夺笔

而就，代为完成“休夫书”——那竟是一副对联：

“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所谓“休夫书”立即

变成了一对青年夫妻争取独立、自由的盟誓。这

种远大的志向反映出的正是当时典型的时代思

潮。联系前面，主人公与顾三和的偶像是严复、

黄宗羲、卢梭。主人公是行进在时代前列的追求

自由的民主青年，他曾挥毫写出“一击满湖烟雨

破，谁家天下举杯看”，那是怎样的慷慨斗志！不

愧是忧思国家民族命运的有志之士。

在喜剧的动作中巧妙而自然地表现这么

严肃的内涵，不禁令人想到明末清初戏曲家黄

周星的一段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论述：“今人

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

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那么，什

么是“趣”呢？接下来，他做了非常深刻的阐释：

“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

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

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话剧《马叙伦》让

我们成为“知此者”，戏剧就应该是这样表现严

肃的思想的。

合吃一饼与三白三问

全剧是由正反两条主线架构起来的。一条

是主人公与结拜兄弟同窗好友顾三和，从亲密

无间到水火不容；另一条是主人公与马克思主

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从和而

不同到同心向往。有一段这样的戏：两个惺惺相

惜的知心朋友不拘小节，席地而坐，坦率地争论

起来。李大钊掏出面饼充饥，主人公侃侃而谈的

同时，顺手撕下李大钊手中的一块面饼塞入口

中。李大钊直言，由于他们“道路选择不同，观念

自是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主人

公将李大钊文章中的一句名言脱口而出：“求一

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拉着主人公的手臂

走向蔚蓝天空下，一片灿烂的阳光经过树叶的

筛选，披在他们两人的肩头上。主人公聆听到李

大钊诚恳的吁请：“趁着五四的这场学潮，跟我

一道去革命吧！”

这样的戏剧动作、台词、细节，不正是“君子

和而不同”的盎然诗趣的表现吗？

“马先生三白汤”在剧中的出现，如果仅仅

表现主人公的纯洁、清正、质朴，“明明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持家”，这只不过是

美食家的高雅阐释。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的妻子

王瑛面对这两位不听家人劝阻，执意参加示威

游行（三一八惨案）而流血受伤的好友，既担惊

受怕，又怨怼不满。她为他俩制作美味的三白汤

的同时，由“三白”延伸出“三问”。作为嫂夫人，

她对李大钊提出了三个质问：一、你把纫兰（李

大钊的夫人、王瑛的好友）和孩子们送回老家，

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二、你有想过，分离两

地，他们会想着你吗？三、你们每次上街游行，会

想着他们吗？

这三个问题如何回答？主人公为好友李大

钊左右维护（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维护），逼得

王瑛怒斥丈夫“太自私了”。此时，李大钊又反过

来维护主人公：“自私的人怎么会愿意为了国家

的独立和自由走上街头？”主人公不可遏制地爆

发出他与李大钊同样的爱国激情：“我们上街游

行的时候，自私自利，根本管不了妻子孩子，管

不了儿女情长！”听到这里，王瑛只能伤心地咽

泣……直至，她代赵纫兰把从家乡寄来的新衣

服穿到李大钊身上，显示着她和主人公一样，由

衷地敬重这位一往无前的革命家、思想家。这段

戏非常精妙，非常深邃：从三白汤象征的个人与

家庭的清白，引申到爱国者、革命者在家与国的

矛盾中，抉择出更加阔大的情怀，其“清”如碧空

沧海，其“白”若雪山云霓。

最后一杯酒与携手踏上光明的土地

尽管40年的同窗友谊加金兰结拜的兄弟

情深；尽管作为兄长的顾三和，千里迢迢到上海

孤岛寻找主人公，显露出“骨肉之情”；尽管顾三

和在反清革命时期，曾为主人公打开过观察世

界的窗子；但是，如今这位曾经的兄长，竟然沐

猴而冠、附逆日寇，当上了什么“总长”，并且强

制主人公随他一起回北平、当“校长”。主人公断

然拒绝，以死相争，“幸好城南的棺材铺尚在营

业，我一到北平就给自己订一口棺材，自我了断

也就罢了。”之后，举杯饮酒，“我马叙伦再不与

你相识，你我二人割袍断义，手足情绝！”

私情与大义泾渭分明，这就是主人公的气节。

爱国情怀与革命理想熔于一炉，这就是主

人公的追求。

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让主人公愈发思念李

大钊，坚信共产党、坚信未来。他写诗鼓励自己

和年轻人：“爝火偏争赤日明”。在“下关惨案”

中，他和民主人士因英勇反抗国民党特务的殴

打而受伤住院。他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中

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在踏上历史

的巨轮，和一众民主人士奔向共产党开创的东

北解放区的时候，他的心灵在呼唤：“守常，你听

到了吗……我多想你能同我在一起，经历这样

的时刻，携手踏上那片土地。”他仿佛也听到了

李大钊对他的历史定评：“你听到了‘真理之路

对你的呼唤’。”

话剧《马叙伦》的主人公一生都在为救国救

民而思辨着，探索着，前进着。他和自己同时代

的仁人志士们一起创造着探求真理的历史，他

“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他既决定

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见袁贵仁《对人的哲学

理解》）。

浙江省话剧团立足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

把继续精益求精地表现革命历史和革命人物作

为自己的崇高使命，这是令人敬佩的。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

何凝萃原著精华、引发观众共鸣，是

极具挑战的工作。由南通·通州“童

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

地与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出品

的儿童剧《草房子》就是这样一部吸

引了笔者目光的对文学原著改编堪

称自然、成功的舞台剧作品。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共

有9章，讲述了乡土田园“油麻地”

秃鹤、纸月、秦大奶奶、白雀、杜小

康、细马、桑桑等孩子和老师的故

事。儿童剧《草房子》则选取了3个

人物故事：“秃鹤不是一只鹤”（秃鹤

参加汇操和排戏的起伏）、“沉默的

大红门”（杜小康家道中落后的努

力）、“天空的花环”（桑桑生病后的

沮丧和父亲的坚持），将原著小说的

精髓以舞台艺术的方式充分呈现出

来。曹文轩的小说文字是古典优雅

的，作品第一章“秃鹤”的第一句话

这样写道：“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

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整个作品如“屏风”般依次展现了生

活在油麻地的人们的生活经历，由

此折射出人物的生命悲欣和精神品质。

儿童剧《草房子》则采用了“倒叙”的方式。

一开场是桑桑将随着调任到其他学校当校长的

爸爸离开油麻地小学。他恋恋不舍地回望舞台

中央，舞台的叙事结构随即采用了同场“再现”

的方式，让桑桑的凝望迅速穿回到曾经和同学

们亲密无间的嬉戏玩耍中。桑校长提出了全体

学生要以学校荣誉为头等大事的要求，甚至婉

拒了“瘌痢头”的陆鹤（绰号“秃鹤”）参加汇操的

请求。尽管秃鹤最终获得校长特批参加汇操表

演，但是桑桑等小伙伴们“击鼓传花”式抛掷帽

子的戏弄彻底惹怒了秃鹤，他在汇报表演时大

闹现场，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和同学间的隔阂，

直到他毛遂自荐饰演“杨大秃瓢”，为学校赢得

了荣誉，这隔阂也涣然冰消。整个剧作情节与

原著基本一致，但又在“像与不像”之间巧妙转

换。比如原著中秃鹤在演出成功后躲到水码头

一个人痛哭，而剧中让所有同学喜极而泣、彼此

和解。这样的处理，能够最大化地释放舞台剧

的表现力，更具有爆发力、感染力。

总体来看，该剧的故事衔接自然，同时又将

原著中的精彩片段做了更具舞台表现力的改

编。如家境富裕的杜小康骑着崭新闪亮的自行

车出场，而桑桑在另一个聚光灯下独白，表达他

的嫉妒；又如孩子们在不同闪现的聚光灯下商

量着选谁做班长，等到唱票的时候，灯光随着唱

票的节奏闪动，桑桑的面部表情、情绪化的肢体

动作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时还出现了戏剧性的

一幕：桑桑和杜小康票数一样，最后也是最关键

的一票是纸月投给了杜小康；而在原著中是杜

小康落选了。当然舞台剧最集中表现的是杜小

康家道中落后的乐观坚强。他先是陪着父亲去

遥远的湖泊放养鸭子，将鸭子唤作

“桑桑”等同学的名字，指挥着“桑

桑”（鸭子）们排队型、上课……从

中令观众感受到悲悯中的幽默、幽

默中的悲悯。在鸭群倾覆后，他将

仅有的一篮双黄蛋送给了桑桑，从

此开始摆摊卖货。杜小康从娇生

惯养的孩子，蜕变为勇敢、努力的

家中主力。紧接着，桑校长发现桑

桑竟然“偷”了获奖得来的笔记本，

盛怒之下揍了桑桑，却引来了桑桑

脖子剧烈的疼痛。原著中桑桑

“偷”本子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在

舞台剧中是为了送给杜小康。此

后，一心工作的校长爸爸走上了

带着桑桑四处求医问药的征途。

剧中，他们前后三次看病的心情、

状态有着巨大差异。第一次桑校

长安慰着惶恐的众人，而桑桑享

受着被爱和关心包围的感觉。第

二次桑校长得知是不治之症后，

一夜白头，桑桑也惊恐地问着自

己会不会死去，只有瘦弱的温幼

菊老师站出来，安抚着绝望的父

子。第三次桑校长终于寻来了诊

治鼠疮的秘方，而温老师一边讲述着奶奶守护

着年幼多病的自己长大，一边为桑桑熬制七天

的药剂。当桑桑病愈时，众人的欢欣鼓舞被“定

格”了，时间再次回到了桑桑即将随家人离开油

麻地的那个“原点”。这是舞台剧巧妙的、精心

的闭环式设计，让《草房子》的故事获得一种致

敬童年的隽永气韵。

作为一台出色的儿童剧，《草房子》中综合

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桑桑用旁白强调了

“陆鹤是油麻地最英俊的孩子”“杜小康是油麻

地最有出息的孩子”；纸月用独白讲述着她对桑

桑、杜小康竞争关系的纠结；温幼菊用独白讲述

了“生命”的意义；尤其是纸月和温幼菊的独白，

均是小说原著中的经典话语，通过两位演员声

情并茂的表达，使原著中的经典片段得以浓墨

重彩地呈现。与此同时，该剧的配乐、演唱、舞

蹈、灯光等，都熨帖在情节和情绪表达中。3个

主题都有不同的童谣式插曲，朗朗上口、韵味悠

长。灯光随着情节和人物情绪而变换色彩、闪

动节奏、聚焦位置。舞蹈让孩子们彼此原谅、相

拥而泣，杜小康野外放鸭的苦中作乐、桑桑病重

的惶恐无助等都获得艺术性的升华。舞台上不

断采用“定格”的方式，让即将离开草房子的桑

桑“出入”于自己的童年中，产生了戏中戏、景中

景、情中情的多元效果。

当然，作为舞台剧的《草房子》又是简朴、紧

凑的，因为全体剧组成员的目的不是宏大奢华

的再现，而是能够用最精准高效的方式再现。

希望能让小说《草房子》以舞台剧的形式走进无

数乡村学校，这也是无数热爱《草房子》的读者

的共同心愿。

（作者系江苏省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本报讯 5月 11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理论评论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在京召开。中

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董涛，中国传媒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柴剑平，中国评协副主

席王一川，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任孟山

以及有关高校、广播电视台、传媒集团和影视

文化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委员会新任成员等出

席会议。

会议宣布，委员会由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

更名为理论评论专业委员会，聘任王一川为会

长，任孟山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海洲、卢

蓉、刘琼、李文冰、李冬冬、李春利、李星文、李道

新、杨明品、陆绍阳、范志忠、聂伟、晋良子、顾亚

奇、高小立、梁振华（以姓氏笔画为序）为副会

长，王青亦、李蕾、桂琳（以姓氏笔画为序）为副

秘书长以及新任委员35人。

柴剑平在致辞中表示，加强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建设，推动电视艺术理论评论健康发展，

切实加强学术界和电视艺术界的关联，培养新

时代电视艺术理论评论人才，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体系，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更是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力实践。

王一川提出，委员会要突出学术性和理论

性特色，围绕中国视协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促

进电视艺术理论与评论相融通，实现理论评论

的跨性整合，以理论评论助推创作实践，进行理

论评论融通的人才培育，提高艺术公赏力和国

民美育功能，提升电视艺术国际传播能力，为推

动我国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才智和力量。

董涛结合协会工作重点和理论评论工作实

际，对委员会今后工作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坚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通过组织学习

培训、座谈研讨等方式，团结带领理论评论工作

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

观念和战略布局，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二是充分发挥文艺理论评论对高质量创

作的引领推动作用。三是强化电视和网络视

听艺术理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理论评

论工作方式和话语体系，加强对自媒体从业

者等新文艺群体的关心关注。四是要紧紧围

绕协会中心工作，强化专委会履职能力建

设。严格遵守专委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不断提高服务效能。要策划开展有特色、有影

响的品牌活动，推动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高质

量发展。

换届会议结束后，召开了“新时代电视艺术

高质量发展与理论评论创新”学术研讨会、“理

论评论助推电视艺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圆桌

论坛。与会专家表示，面对新时代文艺工作新

形势新任务与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繁荣发展的

新态势，理论评论工作者要顺势而为，积极作

为，努力推出理论评论成果，引导创作更多文艺

精品，为电视艺术高质量发展、为建成文化强国

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4月 24日至26日，由中国曲协、

安徽省文联主办，《曲艺》杂志社、安徽省曲协、

淮北市文联、中共濉溪县委、濉溪县人民政府等

单位承办的“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计划走进淮北

濉溪活动举办。活动邀请曲艺家通过作品提

升、培训讲座、“送欢笑”惠民演出、采风创作等

一系列曲艺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乡村文

化的深层开发与活化利用。

活动期间，中国曲协副主席、安徽省文联副

主席、淮河琴书表演艺术家孟影与中国曲协曲

艺之乡（名城）建设委员会主任芦明，对坠子书

《小推车的故事》、淮北大鼓《田中甜》两部曲艺

作品进行了辅导点评。孟影以《琴韵铸就艺术

梦》为题，为当地曲艺工作者及爱好者进行艺术

讲座，深入分析了曲艺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价

值及其在传承文化、引领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

中的重要作用。

“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暨曲艺名家新秀

“送欢笑”走进淮北濉溪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活动邀请姜昆、戴志诚、孟影、刘全和、刘全

利、李松涛、张新东、师亚峰、吴嘉雯、时唯等曲

艺名家新秀登台献艺、各展风采。相声《欢歌笑

语》《学无止境》、幽默小品《摄影爱好者》、苏州

评弹《苏州好风光》、山东快书《幽默小段》、京韵

大鼓《百鸟朝凤》等节目，与淮河琴书《柳编新

曲》、淮北大鼓《临涣茶馆》等优秀本土曲艺节目

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作为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的艺术形

式，曲艺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力量。中国曲协

开展“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意在通过曲艺

的舞台更加生动地展现乡村的美丽风景、丰富

人文与淳朴民情，吸引更多人走进乡村、了解乡

村、支持乡村发展。活动期间，曲艺家们还走访

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临涣文昌宫、南阁茶楼、

濉溪古城等地，下一步他们将结合当地的历史

文化特色和生态景观进行定向创作，进一步推

动曲艺与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

（路斐斐）

本报讯 根据中国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

改编、由北京舞蹈学院王亚彬工作室创意的中

法合作舞剧《西游》，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

剧场进行了国际版全球巡演首站发布演出。

该剧由北京舞蹈学院、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国际儒联、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王亚彬任导演、编舞，法国作曲家洛

朗·佩蒂吉拉尔创作剧中音乐交响篇章，董强

任策划、文学顾问及翻译。该剧主创团队还有

法国舞美艺术指导艾瑞克、多媒体设计马修，

中国青年编剧庄一等。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在百年

前就已产生了跨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舞剧《西

游》是当代中法两国艺术家在深度沟通后进行

的一次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舞台成果。该剧通

过悟空的视角，以敬畏的态度、深邃的目光去探

查世界、构建舞剧结构，在悟空的回忆中呈现名

著的经典段落，展现人物向内探寻自我境界、向

外战胜百般艰辛，最终抵达内外合一心性境地

的过程。在王亚彬看来，该剧讲述的是取经路

上一个人的自我挑战，表现的则是人生路上自

我修行的主题。

据了解，北京舞蹈学院多年来始终秉持开

放、包容、互鉴的理念，积极与国际优秀艺术家、

艺术机构、团体进行交流合作。在建校70周年

之际，学院特邀与之有着深厚渊源和良好合作

关系的知名文艺院团、院校进行交流演出。舞

剧《西游》是该系列活动上演的第二部作品，亦

是“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艺术品牌系列第十四季

舞作。作品自2019年开始筹备，其点映版于

2023年首演。全剧以绚烂的舞台效果、舒朗俊

秀的舞姿、充满激情的交响乐赢得了观众好

评。2024年，舞剧《西游》国际版作为中法建交

60周年法中文化旅游年2024框架活动邀请剧

目，5月至10月将在国内多地进行20余场巡演

并赴法国参加奥林匹亚艺术节、戛纳艺术节等

文化交流演出。

（路斐斐）

中国视协理论评论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在京召开 曲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中法合作舞剧《西游》国际版首演

话剧《马叙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