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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话剧《钨金》

填补“空白”的革命先辈形象塑造
□仲呈祥

由步川、何雨晴编剧，傅勇凡执

导，江西省国资委、江钨控股集团、江

西文演集团共同出品的话剧《钨金》

日前在江西首演。该剧首次在话剧

舞台上成功塑造了毛泽民的艺术形

象，这是其独特的重要成果之一。

毛泽民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胞

弟。在20世纪30年代的赣南中央苏

区，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银行行长，陆续兼任了闽赣省苏

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

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

易、工矿等经济工作，与此同时，还受

命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第一个

国有企业——中华钨矿公司总经

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

他又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

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可以说，他是中

央苏区党培养的第一代经济战线杰

出的领导者和重要的经济学家。

毛泽民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

央苏区进行疯狂围剿的严酷斗争环

境中勇担重任的。须知，承担着为经

济窘困的中央苏区提供“钱袋子”支

撑的中华钨矿公司，任务极其艰巨。

毛泽民作为总经理，一方面要组织工

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坚持护

矿采矿，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要与

来自内部的脱离实际、背离民心的

“左”的错误倾向和主张做不懈的斗

争。《钨金》讲述了当年党领导中华钨

矿公司依靠工人艰苦创业的红色故

事，层层深入地展示了活跃于这红色

故事的矛盾漩涡中决定着故事发展

走向的核心人物毛泽民的精神世界、

斗争策略和人格魅力。这一新时代

中国话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画

廊里，填补空白的“陌生”的革命先烈

人物形象，值得称道。

一是毛泽民首先抓住了分清敌

我、解决好依靠谁和打击谁的根本问

题。农民出身的八尺（后起大名谢一

人）曾受反动派的矿山保安局局长黄

斑虎欺骗裹胁，当过钨砂兵，历史上

有过污点，究竟是争取他弃暗投明、

反戈一击，加入中华钨矿公司的工人

队伍，还是视之为敌、拒之于革命阵

营之外？这是毛泽民在组织路线上

与当时执行“左”倾错误主张的中央

政府特派员华汉的根本分歧。毛泽

民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

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他对八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循循善诱、正确引领，为中华钨矿公

司培养造就了这位与农民有着血缘

联系的优秀工人骨干。后来的事实

证明，正是这位身高力大的八尺硬

汉，不顾自身安危，身背中共中央军

委唯一的一台发电机走完了万里长

征，立下了赫赫战功。至今，这台发

电机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还珍藏在庄严的中国人

民军事博物馆里。

二是毛泽民注

重发挥共产党员在

中华钨矿公司生产建设中的作用。

《钨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毛泽民和

铁山垄矿党支部书记王有贵一起，培

养工人委员长曾竹圃、洗砂女工夏娇

莲以及工人陈继贤、周细宝、万继才、

朱小芳等成为共产党员的动人情

节。毛泽民把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

比作“钨金”，钨一旦熔入钢，便会铸

成钨钢。他说:“我们要在工人中大

力发展党员，有了这些钨金，我们就

会得到一支像红军一样的，最可靠、

最能战斗的工人队伍。”这难道不正

是毛泽东建军思想中创造的“支部建

在连上”的活用吗？

三是毛泽民自觉坚持从实际出

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譬如，要

不要吸收八尺加入中华钨矿公司当

工人？他坚持实事求是地看待八尺

的出身、历史以及功过是非等问题。

还有，要不要千方百计劝回采矿技术

骨干老陈皮并吸收发展他入党？他

也坚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

“老陈皮虽然离开过公司，但是他现

在回来了。更何况，他提出的‘小锤

换大锤，短钎换长钎’的建议，大大提

高了公司的生产效能。他还发现了

泰和小龙、瑞金秀江的新矿，增厚了

我们的家底子。像他这样一个对苏

维埃有重大贡献的人，组织怎么能将

其拒之门外呢？”又如，对出身富有的

曾竹圃老人的评价，毛泽民也坚持实

事求是。他说:“红军来了，竹圃老把

家让出来给钨矿公司办公，自己住茅

棚，捐出铁山庵实业开办矿工医院，

且不讲他从前和外国人打官司争矿

权的事，怎么就没资格入党？”另外，

对于要不要支持盘古山矿为发展生

产搞股份制？他还是坚持实事求是，

旗帜鲜明地敢为天下先，坚决予以支

持！可贵的是，毛泽民形象的塑造大

都是在与“左”的错误的戏剧冲突中

得以艺术地呈现与彰显的。这正是

尊重历史真实和高扬理想信仰的现

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的必然。可喜的是，剧末，华汉也终

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革命实践

的启示下，站到了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忠于革命。

正是由于毛泽民坚定地执行了

毛泽东的分清敌友、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以及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因

此，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党领

导的中华钨矿公司才能依靠工人在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采钨砂 7550

吨，创造财富453万元，为维持中央

苏区政府的运转和10万红军的生存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令人痛惋的是，毛泽民于 1943

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于新疆。如今，

《钨金》中塑造的毛泽民艺术形象所

内蕴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人格风

范，在新世纪仍能培根铸魂、增智益

慧，成为激励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宝贵思想动能。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评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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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以扬州画派画家生平为蓝本的戏曲作品常见于

舞台。其中尤以郑燮（郑板桥）和李方膺的相关剧作最具代表

性。二人不仅在书画领域独树一帜，且皆有从政经历，这给了

戏剧创作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如吕剧《梅骨丹心》，围绕李方膺

在山东乐安县任县令的经历做文章，新编越剧《风梅图》（颜全

毅编剧、展敏导演）则如续集一般，讲述了震惊朝野的“兰山冤

案”的前因后果，把李方膺与友人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经历

搬上舞台，是一出借古喻今的反腐题材越剧新作。

该剧独特之处在于巧妙地将李方膺的“戏魂”与“画骨”、

“人品”与“梅品”相互映照，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而深刻的

历史画卷。该剧表现了李方膺任职山东兰山县令期间心系百

姓、刚正不阿的生动事迹，以及他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精神

品质，同时将主人公的绘画艺术与其为官之道交织在一起，使

观众深刻感受到李方膺高洁傲岸、廉洁自守的人格魅力。

该剧之于越剧传统而言既有突破，又有传承，颇具匠心。

越剧向来长于言情，而该剧则突破了这一定式，写的是新任兰

山县令的李方膺和山东总督师爷沈玉林之间因画结缘后逐步

深入的友情。两位男性是剧作的主角。

作为一个讼案题材的剧，主创却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官场

权谋对决以及官员查案的细节上，甚至全剧最大反派总督也

并无实质戏份。一方面李方膺本人为官耿介，不屑也不会官场

的那套虚与委蛇；另一方面，身为画家的他艺术气质才是其最

鲜明的特色。因此，剧作浓墨重彩地安排了三场“论画”场景。三

场戏逐层递进，有力推动了情节发展。开场的品画斗梅，李方膺

在众人千呼万唤中姗姗来迟，吊足观众胃口。他虽不认可沈玉

林的画艺，却在品评时留有余地，让其成功拿到赏金。第二次评

画是李方膺因兰山冤案急于找沈玉林进言面见总督，沈玉林知

此事难成，故意提出画梅作为延宕。二人边画边论，借梅述怀，

一是为己明志，二是互相试探，案情一事巧妙嵌入了论艺之中。

两人关系也从尴尬寒暄变为推心置腹，虽不欢而散，彼此关系

却更近了一步。第三次是李方膺入狱，沈玉林探监。此次论画

二人惺惺相惜，默契十足。李方膺以梅自况，以死明志，更坚定

了沈玉林甘愿自我牺牲去告御状的大胆决定。这次的《丹梅

图》终于令二人释怀大笑，“画论”的大戏也从最初的语不投机

走向了彼此的深切理解和称许。

该剧延续了越剧长于抒情、娓娓道来的艺术传统，营造了多个动人的抒情场面。如众

乡亲连夜送别即将入狱的李方膺这场戏。史载李方膺因反对垦荒令，上书直陈弊端，被罢官

入狱。当地农民成群结队，自带鸡黍米酒前往监狱探视。狱吏不许见，老百姓就把带来的钱

物、食品往监狱的高墙里扔，留下的酒坛子把监狱的大门和甬道都堵住了。剧中以越剧常见

的送别戏方式，艺术地呈现了官民间惜别难舍的深情场面。既有歌舞的群场戏打底，又有秦

老太和他的对手戏点染，人物情绪也从沉郁悲情逐渐引向明朗热烈。高潮部分是李方膺的

两段唱，再次彰显了他来兰山不忘初心、敢作敢当的潇洒心态，其言语朴实真挚，颇有豪侠

气度。沈玉林则从客观评论的旁观者变为感同身受的当事人，与张倩儿一起感受到充沛的

情感洗礼，把这场戏饱含的情感再度升华。

写出人物的成长性是人物形象能塑造成功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正面人物而言，避免

单一性和扁平化非常关键。该剧两位主要角色都有着各自清晰的成长轨迹。

李方膺作为全剧核心，其成长有两条线索：一是为官，一是作画。这两条线既相对独

立，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为官清正，敢于直言犯上、为民请命是李方膺的行为准则。然而

仅凭单纯的爱民之心并不能处理好实际问题，思虑不周、缺乏政治经验是其任兰山县令后

最大的问题。虽然李方膺认真倾听乡民详述，决定为民做主，却把澄清事实的希望全部押

注在总督能秉公执法上，当他急于面见总督遇挫，回来面对的却是上访代表兼重要证人郑

老三的惨死。未能有效保护郑老三，使得他在百姓心中建立起的信任感瞬间崩塌，而他果

断选择认秦老太为母，并誓言继续上告，这些举动证明他已完成了从官员视角到百姓视角

的重大转变。入狱则让他完成了二次蜕变。在想清楚生死问题后，他从容出现在扬州街头，

以画家身份调侃当年做官的往事，和曾经的自己和解。从其作画的态度亦能看出他内心变

化。刚出场时他只愿评论，拒绝下笔，拘谨且不自信。在找沈玉林帮忙时他被迫作画，心思

全在案子上。入狱后他爽快答应沈玉林的要求欣然作画，心境已转向豁达。多年后他竟能

在街头卖画，还分享画作与众人，俨然已是一位练达平和的艺术家。显然，这是他经历残酷

的官场修行后卸下心理包袱，选择拥抱艺术和平民身份的表现。至此，一个具有人格魅力

的艺术家形象就完成了。

与李方膺不同，沈玉林只是一名小吏。二人本来只有一面之缘，兰山弊案于沈玉林也

并无直接牵涉。在官场，李方膺高扬理想正义的大旗，做事张扬却失之于急躁；而沈玉林低

调务实，两人之间如水火难相容。但正是李方膺身上的炽烈和真挚唤起了沈玉林的良知，

让他从敬畏到理解进而认同，最终成为又一个飞蛾扑火、敢想敢为的人。沈玉林用巨大的

牺牲完成了一个小人物到英雄的大转变，其成长性更为鲜明，他表面的隐忍与内心的倔强

构成了这一人物性格的内在张力，戏剧性颇强。

作为一出辫子戏，该剧有名有姓的角色除张倩儿和秦老太外全是男性，而演绎这部戏

的南通艺术剧院却是女子越剧团。整台戏行当齐整，演出团队年轻而富有活力，充分展现

了当今越剧舞台新一代的青春风采。李方膺由范派小生范晓萍饰演，她曾在《仁医寸心》

《董小宛与冒辟疆》两部新编古装戏中有过出色的表现。范派唱腔刚健淳朴，拖腔丰富多

变，咬字清晰坚毅，发音宽厚深沉，可塑性极强。范派宗师范瑞娟塑造的文天祥、韩世忠这

样的正直官员形象深入人心，此次范晓萍化用所学，在剧中有多段表现李方膺坚毅果敢、

壮怀激越的情感戏，将人物的刚毅性格表现出来。如面对抱着儿子灵牌绝望欲死的秦老

太，她的一段唱腔处理得很有变化。先是初闻噩耗的惊愕难以置信，之后从轻声怀疑转向

字字锥心的自我抱怨，满心愤懑越唱越快。而后看着老人痛苦的身形，其唱腔又转为哀怨

凄婉。此时，人物心中有悔有愧，复杂无奈的情感在短短6个字“心懊悔，却不甘”的叹息中

尽数吐露。从表演上讲，初登场时人物的仪态意气风发、英气逼人，还有些恃才傲物，是个

光彩照人的青年。而至尾声，人物历尽沧桑，已然是成熟持重又带洒脱的中年人了。一前一

后，对比鲜明。

该剧在二度创作过程中，对“戏魂与画骨”“人品与梅品”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精准的

诠释。其舞美设计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和色彩为基础，淡雅水墨画作为背景，辅以梅花

元素的点缀，构建了一个清新脱俗的视觉空间。音乐方面，该剧吸纳了扬州小调和山东沂

蒙小调，深刻呼应了剧中清官李方膺“人心民意是根底”的价值观。竹笛和长笛的独奏以清

雅、悠扬的旋律作为人物情感宣泄的背景音乐，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梅品”与“人品”之

间的内在联系。全剧在舞美、道具、服装、音乐等各方面的意象化设计下，共同营造了一种

“物我两忘，是花亦是人”的深邃艺术境界，不仅是对李方膺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生动呈

现，更是一部集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戏剧》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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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大学生戏剧作品亮相北京人艺舞台
本报讯 在“‘京’彩文化·青春

绽放”行动计划启动一周年之际，为

期3个多月的“‘京’彩文化·青春绽

放”暨北京人艺“致敬与传承”大学

生戏剧展演活动日前在京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落实“京”彩行动中的文

艺行——“大团小团手拉手”项目，

深耕校园戏剧，通过“大团”带“小

团”，把优质的戏剧文化资源送入大

学，让更多大学生走进剧场。

展演期间，中国传媒大学根据

契诃夫经典作品《海鸥》改编排演的

富有青春气息的剧目《海鸥，海鸥》，

首都师范大学排演的北京人艺经典

剧目《窝头会馆》片段，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排演的经典剧目《黑色的石

头》片段，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排演的

原创剧目《我们的半半人生》，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排演的全女班改编

剧目《陪审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排演的诗剧《齐德

拉》，外交学院排演的关于人与自然

话题的原创剧目《五只狮子》，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排演的讲述“两弹一

星”元勋屠守锷先生的原创剧目《百

年守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排演的

改编剧目《春闺梦·续》，清华大学排

演的讽刺剧《五好家庭》等10部由

高校学生主创、北京人艺专业团队

辅导的戏剧作品，在北京国际戏剧

中心·人艺小剧场和北京人艺实验

剧场上演。

活动期间，北京人艺还以“戏聚

高校佳作有约”为主题，举办了学生

公益场，推进优秀剧目走进校园；以

“大团小团手拉手”为主题，组织展

览展示、人艺讲堂、艺术辅导、“非常

有戏”戏剧沙龙等活动，丰富大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通过为大学生排演

戏剧、组织策划大学生高水平戏剧

邀请展演、向高校开放公益品牌项

目名额、深化非常有戏座谈会、举办

短期大学生戏剧夏令营等文化活

动，吸引了广大大学生参与其中。同

时，北京人艺还与结对共建学校深

化合作模式，推进高校戏剧美育课

程框架体系搭建，通过让戏剧教育

与高校深度融合，为推动首都文化

建设与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助力

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挥了积极

作用。 （路斐斐）

本报讯 由中国评协、中国

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首部文

艺评论全门类通识性读本《文艺

评论概要》出版座谈会近日在京

举行。

据介绍，中国文联于2021年

制定印发了《中国文联加强新时

代文艺评论工作实施方案》，将编

写出版《文艺评论概要》正式列为

《方案》的具体举措之一，同年正

式启动该项目。作为首部文艺评

论全门类通识性读本，该书在编

写出版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出

鲜明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

势”，汇聚起高校、研究机构、中央

媒体、文联系统等各方力量，由一

批理论素养深厚、功底扎实、勇于

创新的文艺评论家、学科带头人

和中青年骨干担当编写重任。中

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作协、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艺术研究院等有关部门领导和

专家都对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

意见，经过反复研讨论证与修改

打磨，该书历时3年终于出版面

世。

座谈会上，中国评协主席夏

潮为编写组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有关单位代表接受赠书。王一川、

李晓东、邓友女、李震、刘琼、张

萌、刘大先、李修建、唐宏峰、邱振

刚、柴莹、王欣、谷雅、李志鹏等先

后发言。大家表示，作为学习贯彻

和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切实举措

和重要成果之一，《文艺评论概要》的出

版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

设、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知识体系

作出了有益拓展，为发挥文艺评论功能

作用、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明确了实

践路径，为开展高质量文艺评论培训、培

养高素质文艺评论人才提供了参考教

材。该书继承弘扬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

论优秀传统，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

论，不仅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文艺评论

的理论著述，亦将成为广大文艺评论爱

好者入门入行的向导和指南，为新时代

文艺评论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发挥重要

作用。 （路斐斐）

本报讯 7月 27日，“板象：王绮彪的18000天”展览

开幕式在北京云上美术馆油画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中

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提供学术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

院名誉院长杨飞云、院长朱春林担任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

院副教授红梅策展。展览分为“王绮彪的‘刻·板’世界”“王

绮彪的‘墨·板’世界”“王绮彪的‘板象’艺术”3个版块，展

出了艺术家近10年创作的130件（套）“板象”艺术作品。

朱春林表示，王绮彪的作品突破了传统版画的形式，颠

覆了以往人们对版画的印象，艺术家用雕、剔、刻、凿等手

段，传递出对艺术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同期，王绮彪自

述《不定与笃定：我的一万八千天》出版，王绮彪“板象”艺术

研讨会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副院长常磊

主持。大家认为，王绮彪“板象”艺术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独特

的精神性，无论是在最初阶段的具象造型题材中还是在相

对抽象的作品里，这种精神性都是第一位的。他的“板象”艺

术保留了古典艺术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构图统一简洁，效果

恢宏，用墨痕、刻划，木色、木纹，代替了对真实物象的逼真

再现，显露出对永恒精神的追求。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王

绮彪谈道：“这次展览详细地展出了我10年来不同阶段的

思考，比如单纯地刻、单纯地滚动油墨和刻、滚动油墨交织

在一起，它们所揭开和呈现的世界，让我从日常的观察中看

到了一些宇宙的秘密，它混沌又清晰。”展览将持续至8月

15日结束。 （李晓晨）

“板象：王绮彪的18000天”展览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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