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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身在情长在
——河北梆子《密云十姐妹》的情感书写

□王 馗

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创排的《密云十姐

妹》，在首演之后不断地修改和调整，在短短几

个月时间里已经完成40多场演出，其艺术品质

亦完全超越了人们预想期待。该剧的主创团队

所秉持的创作态度和艺术精神足以说明，原创

作品经过主创团队的反复修正和持续打磨提

升，完全可以实现艺术的更大成功。

该剧以北京密云水库从1958年建设，一直

到当代生态保护的60多年时间跨度作为背景，

聚焦“十姐妹突击队”与密云水库的生命守护，

通过几代人的情感谱系和观念传递，展现了人

们对于青山绿水的生态文明和美好生活的追

求。该剧主体情节选取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

库建设时期密云十姐妹的集体工作，以及八九

十年代她们为维护生态而张扬的生活理想，通

过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状态来突出展示一以贯

之的人与自然、人与生活的精神立场、思想观

念。前者是苦难生活中的人，为了现实生存，将

生命个体融入到时代和国家的大规划、大设计

中；后者是利益关系中的人，为了永世的生存，

将个体利益置放在社会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进

行抉择。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恰恰集中到

了老年的王秀兰面对着固守在京城之北的密云

水库，不断地陷入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抒怀，不

断地张扬着一个普通奋斗者在家国观念中朴素

的生命立场。

因此，该剧在极具时代感的集体行为与个

人抉择中，从题材中提炼出人性自我升华的重

要题旨，让“人”这个活生生的个体，在时代发

展中呈现出极具自主的理性，走出观念局限，

走向自我完善。这应该正是似曾相识的老故事

在今天依然能够激发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

原因所在。

剧中有一个情节场面：十姐妹面对工地上

男人们投来的质疑，特别是当支书提出“你们谁

能把这些土推上这个坡，谁就留下，推不上去的

立马下去”时，这十位年轻的女性推车上坝，用

自己柔弱的身姿展现出了女性的独立风采。她

们一个个地推车上坡，推出了各自不同的生命

状态，尤其是17岁的小玲在力不能胜时，王秀

兰手一挥，众姐妹会意，大家一拥而上，帮小玲

把土车推上了土坡，集体力量最终成就了这个

女性团队，让一个时代的集体劳动精神洋溢出

极具青春质感的美学理想。在这段非常精彩的

舞台呈现中，女性在昂扬的工地场面中所焕发

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

动者获得身心解放的时代个性成功表现出来。

该剧在结构上较鲜明地设计了两个不同的

时段来展现两种不同的时代生活，但剧作始终

将人对土地的情感作为贯通全剧的情感基线，

用深沉的情感回应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在搬离

故土的情节中，王秀兰的父亲、祖父面对缓缓上

升的水线，一步步走出故土，剧中的王叔无奈地

放弃生产、生活的必需用品，在深明大义中仍然

有着“可就是这心里头不好受”的遗憾；而爷爷

抱定了“咱潮白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都能把日子熬得有滋有味有盼

头”，以一个“熬”字引出了“穷家难舍也要舍，故

土难离也要离”的对“云蒙山的恩，潮白河的情”

深沉的咏叹歌赞，让他们对土地的放弃成了他

们向土地最深挚的情感表白。

特别是在王秀兰、大能、水清三代人的情感

传递中，表面上展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中的利

益之争，实际上仍然聚焦在人们如何面对生存

的环境土地。三人之间最具戏剧性的表达正是

他们心中共通的土地记忆和情感基础：少年的

水清写信揭发养殖户对于环境的破坏；壮年谋

生活的大能通过养鸭场，憧憬着美好的生活；而

走向成熟理性的王秀兰保护水清、教育大能，主

动放弃在水库边办养殖场，这一切都来自于密

云水库这“一汪清水”带给他们的情感启迪。“一

汪清水”成了他们如何保持“密云水库”这一独

特存在的根本基点。尤其是在祖孙三代人的观

念落差和思想对峙间，王秀兰这个水库的参与

者建设者，面对着这“一汪清水”，最能想到当初

搬离故乡时，水下掩藏着父亲为她陪嫁打造的

柜子，掩藏着前辈们当年为救护八路军、解放军

的老槐树，掩藏着祖祖辈辈拿不走、拆不掉的旧

居和曾经的生活，掩藏着曾经安放祖先魂灵的

坟茔，等等。这些深沉的记忆，让她成为了密云

水库的守护者，水库也成为她维护“一汪清水”

的初心，成为她所有美好情感的寄托，成为她和

几代人生活理想相沿既久的精神载体。正如剧

作中特设了大坝合龙蓄水后的场面，十姐妹和

指导员在皓月当空的大坝前，展开她们各自的

生活畅想。王秀兰毅然地说出，“我就守着这大

坝！守着这水库！”“我就嫁给这密云水库了”，她

所有的纯粹就来自水库所在的自然和人们相互

依存的生活，这构成了王秀兰守候、维护这一汪

清水的至纯至美的理想，也让以她为中心的五

代人所呈现的两个时代、两段情节，共同结成了

浑然一体的情节脉络。

河北梆子是盛行于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华

北、东北的大剧种，向来以慷慨激越、荡气回肠

的声腔塑造形象、升华情节。剧中，几乎每个重

要人物都有突出的唱腔，特别是王洪玲的深情、

王英会的深沉，都在细腻而高亢的声腔中完成

了艺术形象的清晰呈现。这正体现了传统戏曲

以“声情”为特征的艺术创造方法：以“声”传情

感，以“声”做情节，以“声”塑情致，让唱段在结

构铺排中推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而

该剧在塑造京郊农民的群体形象时，亦把握住

了来自乡土的质朴特征，多段群体舞蹈以短平

快的节奏感，把北方农民的个性气质传达出来，

让现实题材增加了可观可视的艺术动感。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在多次处理时空转化时，利

用定点光的强弱变化，让老年王秀兰与不同时

代的自己，或并列或对峙或穿梭互动，借助轮

唱、合唱等形式灵活地完成了时代跨越，强化了

情节的变化转接，展现出极具浪漫的人文形象，

令作品将这个独特的水利工程以及围绕它展开

的人物事件，转化成了流动着的心灵境界和人

性温情，让题材涉及的历史事件转化成了戏剧

核心聚焦的“人”和他们的情感。这正是该剧在

当前众多现实题材中极具艺术性的高度所在。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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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有很多故事渐渐演变为传

奇，许多传奇经岁月淘洗，又被镌刻成永

恒记忆。60多年前，为消除潮白河水患、

解决京津地区水荒，京津冀20万建设大

军会战燕山脚下修建密云水库，创造了

“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人间奇迹。北京

市河北梆子剧团《密云十姐妹》（编剧王

勇，导演李杰）以对一座水库的深情凝

望，勾连起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时空，讲述

“一汪清水”的前世今生，投映生态文明、

绿水青山的绵长永续。

捕捉时代脉动、聚焦典型人物、深

入开掘题材、再现水库建设者的战天斗

地与家国情怀，构成了该剧的独特气

场。现实题材素来是艺术创作的难题，

真实人物事件素材如何提炼、重构，如

何传达历史氛围与时代气韵，与当下倡

导形成有力接应，是难题也是挑战。该

剧对情节人物的创意性探索在于，没有

全面铺开20万建设者的历史行程和艰

难困苦，而是以新颖视角和戏剧性思

维，将视点集中在水库建设者中的“十

姐妹”身上，以她们的热情勇敢、柔韧坚

定，折射了60多年前的水库建设者听

党号令、敢打敢拼的昂扬斗志，他们身

上浓厚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带来了特定

年代的质朴真实之感。

全剧选择治水、守水作为戏剧内核，

亦即选取三个节点：工地奋战建水库、故

土难离也得离、绿水青山长相守等。在三

个重要节点的展开与激活中，清晰传达

了为何治水、为何守护“一汪清水”的历

史与现实缘由，以及以王秀兰为代表的

十姐妹发自心底的责任担当。这是编剧

的构思巧妙之处，突出重点、点面结合，

以人带事、以戏写人、相互托举。导演、音

乐唱腔、舞美、表演等方面通力合作，以

凝练和精彩的舞台呈现，将密云人精神

的纯粹和对国家的忠诚，充满戏剧意味

地勾描迭映出来。

大幕拉开，是上世纪50年代，潮白

河洪水给两岸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房

倒屋塌，洪水卷走牲畜、冲毁平川，许多人的性命

也被浊浪卷走。回溯近500年间，潮白河共发大

水38次，其中5次冲进北京城，8次淹了天津。紧

接着作品话锋一转，直接过渡到党和政府决定修

建密云水库，由此引出十姐妹请求“参战”。彼时，

她们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她们的

诚恳和坚决感天动地。于是，石破天惊的《穆桂

英》主题曲在大会战热火朝天、彩旗飘动的舞台

上骤然响起：“穆桂英在这块大地上摆过战场，我

们在这里修筑天堂；穆桂英为宋朝大破天门阵，

我们为人民降伏老龙王。”歌声中，十姐妹工地奋

战的形象直扑眼底。这场戏的劳动场面铺排颇为

生动。最初，十姐妹的小推车推得东倒西歪，支书

命令她们立刻撤下“战场”，但她们不服输，改用

大筐背土，一个人背不动，就两个人抬。寒冬腊

月，破冰，下水，掏泥浆，棉袄棉裤结了冰，泪水汗

水伴着血水，即便这样，她们依然无怨无悔出色

完成了任务。她们的干劲来自何处？正如队长王

秀兰所说：“党一声令下，我们全力以赴。”密云水

库建设寄托了无数人的期盼和梦想，建设者的质

朴与纯粹也在他们的言行中跃然而出。

该剧情节的起伏翻转令人感慨万千。水库建

成、大坝即将合龙之际，两岸人面临着搬迁移民

的问题。作品没有落笔于搬迁动员上，而是聚焦

于乡亲们的故土难离。这里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

的地方，祖先的坟茔、栏里的牛羊、姑娘的嫁妆，

还有救过八路军伤员的老槐树……这里有土地、

父老、乡党，有他们生活和生命的重要印记，而搬

迁则意味着此一去山高水长，脚下土地永远化作

水一汪，生活和生命的断裂感令他们难舍难离。

然而，潮白河人的可歌可泣处也正在于此，他们

跪别家乡时的留恋与不舍、回首与再回首，令人

动情动容，但他们的通透敞亮又令人热血奔涌，

他们自信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把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有盼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

牺牲奉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样的勾描让人体

悟到“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

切与精到。

京城三杯水，两杯密云来。上世纪90年代至

今，潮白河两岸人家对“一汪清水”的守护初心未

改，是赚钱致富还是让水库绿水常存，剧中通过

中年王秀兰和儿子之间的激烈冲突，作出了合乎

情理的表达。当年的流血流汗、别家舍业，就是为

了“换个天换个地换个绿水青山在身旁”。王秀兰

和十姐妹的终生守望，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一

汪清水”，表达了无数人的心声。需要迁移就迁

移，需要拆除鸭场就拆除鸭场，千秋大计，只为后

人造福。因为守住这一泓清水，就是守住

了根脉，守住了美好和未来。十姐妹的心

愿最终感动了王秀兰的儿子，他也看到

了“一汪清水”带来的明亮之光。全剧始

终围绕治水守水、姐妹情乡友情绿水情

而展开，跌宕起伏、荡气回肠。青年王秀

兰的朝气蓬勃、中老年王秀兰的敦厚慈

爱，深刻的题旨和人物形象的鲜活，让作

品扎实可信，令观众抚今追昔，感佩不

已。剧中借王秀兰与孙子关于共工城的

对话，“先有共工城，再有北京城，共工治

水之后，在潮白河上游修筑共工城”，也

形象表达了从古至今，五谷丰登、平安美

满都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念想。可以说，这

是一部向水库建设者、向绿水青山守护

者的致敬之作，更是向国家顶层设计、生

态文明倡导的致敬之作。作品提供了现

实题材如何生发当代意韵和人文内涵的

新视角。

现实题材尤其是以真实人物与事件

为原型的创作，如何在结构上有所突破，

赋予舞台饱满的气势和意象，产生强烈的

代入感，同样是一道难题。一部现代戏要

出新出彩，结构上颇见主创的功力。该剧

在结构上找到了颇为少见的复式结构方

式。全剧以站在侧幕的当代老年王秀兰的

视角，以及她与“剧中王秀兰”一人双面的

创意，回溯往事、再现当下，拉开了长达数

十年的时间线。剧作开篇即是老年王秀兰

登场，交代几十年前水库工地开建之前十

姐妹的身份与个性。她是叙述者，又是参

与者、旁观者。她的每一次出场，一幅鲜活

的画面便随即打开，历史与现实交织跳

跃，过去与现在迅捷打通。戏里戏外波澜

起伏、浑然一体。老年王秀兰有时还与剧

中王秀兰“合体”参与剧情，她在场而又离

场，同人异声、双面交互。这一形象的多重

镜像转化成多个角度的人物进出方式，带

来观赏性上的新鲜感，体现了鲜明的设计

性，为磅礴的历史气象与当代精神作出了

个性化的贯通和勾描。

河北梆子酣畅淋漓、高亢激越，密云

水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宛如金玉般的唱腔中

交相辉映、意韵悠长。全剧以传统戏曲语汇叠加

现代语汇，戏曲的写意虚拟与梆子声腔的慷慨激

昂被充分传承运用。表演上，导演尽其所能调动

戏曲手段，演员们身着襻带，用前桥、旋子、串翻

身等大量程式化动作演绎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面，而十姐妹推车、上坡等一系列新的动作技巧

设计，又产生新的意趣与肌理。唱腔设计根据角

色的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凸显了梆子明朗刚

劲、华丽委婉的特点，兼顾了激越与柔美。剧中在

反复出现的河北梆子的传统唱腔基础上创新曲

牌，让音乐融入管弦乐队、大合唱，扩展乐队力

量，铿锵锣鼓、繁弦急管中的多声部旋律，增加了

视听的丰富性。流动变幻的影像和多媒体技术运

用，扩大了剧种的舞台表意空间，勾勒出密云水

库诗意盎然的青山绿水、年岁变迁；舞台两侧动

态的冰屏在开合中打开老年王秀兰“记忆的闸

门”，清新时尚的舞台设计体现了剧种的根基，又

被赋予现代意识和创新表达。两位梅花奖演员王

洪玲和王英会携手青年演员，唱出了剧种刚硬明

朗的风格和剧团蓬勃传承的气象。

60多年前，65个村庄整体搬迁，奉献耕地

24万亩，20余万水库建设者顶风冒雪，用肩扛、

用车推，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今

天从剧中仍可强烈感受到当年建设者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受到保护水源、守卫青山是

一代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作品以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作为结尾，将全剧情绪再次推向高潮。作

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水库，密云水库从防洪防涝到

变成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

备基地，已成为无价之宝。基于珍贵的历史真实，

全剧艺术地将密云水库60余年的变迁，以及人

民对生态文明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于舞台之

上。根治水患和生态文明的一脉相承，彰显了历

史精神，延伸了时代价值，生动诠释了国家与人

民、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哲理，对党和国家的生

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做出

有力呼应，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断走向新辉

煌做出形象诠释。

全剧选择一群人唱响一曲向往美好未来之

歌，将密云水库建设者、人民群众的个体情感、生

命体验与国家崛起、时代进步紧密关联，以河北

梆子的蓬勃之气与拼搏进取的时代风貌互相融

合，在内容与形式的创意创新上，为戏曲艺术注

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人民日

报海外版原副总编，高级编辑）

戏曲现代戏如何讲述人民史诗、彰显时代精神，如何在传承剧种特色的同时展现

当代舞台的现代意识与创新表达？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近来以现实题材新作《密云十

姐妹》破题，通过聚焦60多年前北京密云水库的建设者们不畏艰难战天斗地、不怕牺牲

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历程，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时空里歌咏以人民为主体的伟大创造

与精神守望，以生动的刻画、诗意的表达、鲜活的塑造与真挚的书写，充分展现了时代

精神与理想信念的光辉，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之间的深刻关系。作品自首

演以来反复打磨提高，以真诚质朴的内在气韵和意蕴丰富的人文内涵讲述了一个过去

与未来交织的北京故事、中国故事，展现了当代戏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编 者

责任编辑：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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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三杯水，两杯密云来。”对于北京城来

说，密云水库有着独特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密云水库建设开始进入规划勘

测，并从治理洪涝灾害的初始意图上升为建设

新中国、布局新首都的国家意志和重大工程。

1958年起，京津冀周边20万工农兵群众经过

历时两年的建设大会战，在1960年终于实现工

程竣工，从此不仅有效纾解了周边洪涝灾害问

题，更为保障京津冀发展特别是首都北京的长

治久安和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水源地。在几代

人的建设和守护当中，如今密云水库的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不断优化，并进一步衔接“南水北

调”水网布局，成为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

地、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河北梆子《密云十姐妹》所讲述的故事，就

是以王秀兰为代表的当年参加密云水库建设大

会战的“密云十姐妹”跨越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从修建水库到守护水库，她们不仅自己在亲历

和践行着建设国家、建设美好家园的初心，而且

说服和感召着现在和未来的新一代坚持守护着

这一片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作为北京市河北梆

子剧团创排的又一部力作，它汇聚了王洪玲、王

英会等表演艺术名家，以质朴厚重、昂扬豪迈又

不失清新的风格面貌，给人带来了饱满酣畅的

艺术享受。河北梆子素有“无嗓不成腔”的戏谚，

非现场不足听矣，观此剧尤为信然。

在我看来，这部戏有着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以大写意的结构方式，将情节与人物

的戏剧性集中，转化为建设国家、建设共同家园

的精神性抒写，从而显示出质朴大气、诗意盎然

的情感特色。这精神是什么？是“先有共工城、后

有北京城”的远古传说，是“穆桂英在这块大地

上摆过战场”的飒爽英姿，是一代代先民和英雄

在这里战天斗地、建设家园所铸就的壮阔史诗。

它们跟“密云十姐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修

筑密云水库的乐观豪迈是一脉相承、延续贯通

的。全剧并没有停留于修筑水库的“此在”和守

护一汪清水的“现在”，而是以民族历史的文脉

和精神为统领，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跨越不同年

代和观照众多人物的叙事难题，而且建立起更

加超拔开阔的主题视野。剧中，诸多具有厚重历

史情感的唱词用得相当自然贴切，能够给人强

烈的情感共鸣。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精神脉络和

情感旨趣是贯穿统一的，是为当前剧情服务的。

在主题意蕴和时空纵深层面上，它们深刻有力

地拓展和诠释了以“密云十姐妹”为代表的一代

代建设者和守护者，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和持续守护绿水青山的人文根脉所在。

其次，将文脉贯通、精神同在的价值框架，

有效地转化为炽热饱满、豪迈酣畅的情感同台。

在这块先民们和英雄们奋斗过的土地上，老年

王秀兰和青年王秀兰同台，乍看似乎是常见的

用讲述者展开剧情或跨时空对话。当然，它确实

运用和发挥了这个功能，但又相当自然地通过

调度的节奏协调内心纠结、情节冲突的巧妙位

置，形成了“同人异声”的情感表达。一场是老年

王秀兰切进青年王秀兰的唱段中，一场是老年

王秀兰切进中年时期自己跟儿子大能的冲突，

形成独特的轮唱和重唱。这个巧妙运用，既表现

出即时即景的人物选择和情感，又生动地表现

出王秀兰哪怕度过漫长的人生岁月，再回顾当

年的人和事，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从而艺术

地诠释了青春无悔，给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情感

共鸣。

再次，人物刻画饱满立体，既有生活化的真

实质感，又有诗意化的自然挥洒，较好地把握住

了人的精气神。在修筑水库的宏阔场面中，我们

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众人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

主义新中国的极度真诚。这真诚是热情洋溢的，

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到了表现1990年代的

戏，不仅主要角色，就连谈生意的小老板，也透

着尚未熟悉市场经济但明显带着钻劲儿、略显

小急迫又无可奈何的面貌气质。整部作品的舞

台画面并无太多装饰，有一种大简至美的自然

质朴，一汪清水、一轮明月、一片夜色，却很好地

勾勒出诗意情境中的人至为纯粹和虔诚的精神

状态。特别是王秀兰、爷爷和大能几个人物，演

员都很出彩，嗓子好，始终保持在河北梆子特有

的浑圆酣畅当中，始终让人觉得他们背后是有

心理有故事的。

最后，该剧较好地把握住了戏曲现代戏的

本体表达规律，并进行了有效的传承转化。这不

仅表现在音乐唱腔上，也体现在一些场面和身

段动作当中。比如，姐妹们修筑水库接受推独轮

车考验的那场戏，先是王秀兰以生活拟态的动

作，然后是逐渐写意、越来越写意的众姐妹推车

舞蹈展开。这一垫一扬，既是艺术提炼的规律使

然，也是情感情绪使然，又自然又好看，还真正

地运用了戏曲语汇进行创造。又如清库移民拜

别故土，这场戏有着厚重的历史仪式感，已不是

传统的演法，但观众会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

特别是王英会饰演的爷爷，从造型到唱腔，自带

源自洪荒的沧桑。“穆桂英在这块大地上摆过战

场，我们在这里修筑天堂；穆桂英为宋朝大破天

门阵，我们为人民降伏老龙王。”正如这句点题

式的唱腔那样，这块大地、这块大地上的人和他

们所呈现的造型、所唱出来的声调，就应该是这

样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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