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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无字大地无字 日月有意日月有意
———评秦腔新编历史剧—评秦腔新编历史剧《《无字碑无字碑》》

□□肖云儒肖云儒

看西安三意社演出的新编秦腔历史剧

《无字碑》，在审美享受中诱发了诸多的思

考。这个戏由罗周编剧、张曼君导演、候红琴

领衔演出，是一部具有历史品位、人生品位

和文学品位的好戏。

编导选准了一个皇权、责任和亲情交织

的切入口，将历史风云、命运纠葛、内心冲

突、人生冷暖编织进戏剧冲突之中，聚光，然

后放大，打开，推进，显微。

在新编历史剧创作中，历史评断和道德

评断、感情评断的冲突，常常会逼着创作者

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设置和推进戏剧冲

突，艰难择路而行。在武则天所处的中国古

代礼教社会、宗亲皇权社会、男性话语社

会，一位女性要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必然

会牵动方方面面的对峙和角力，引发朝野、

社会、家庭的习惯思维和守旧势力阻障，引

发人物自身感情世界的撕裂和苦斗。武则

天一路搏杀，黜子上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

一的女皇，这样一个罕有的事件，像粒子加

速器那样，为戏剧冲突的展开、深化，提升

了速度和烈度。编

导站在大历史观、

大人道观的高度，

展开武则天的社稷

责任和人性光彩，

实现了历史和道德

评断的统一。

全剧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用几个

层叠交织的高潮展

示了武则天黜子上

位的血色路径。这

些高潮既构成情节

内容和戏剧冲突的跌宕起伏，又是人物内心

感情的汹涌激荡。病榻前，高宗李治与武后

试探性的对白和唱腔，形成了她迈向宝座的

第一次“跨栏”。被流放巴州的李贤给守丧的

母后亲手烹饪蒸饼慰问，已经反目的母子双

方，在权力与亲情试探性的对白和唱腔中，

走向决裂，形成第二次高潮。第三个高潮，

是李显继位之后，武后特意安排上演参军

戏，借参军之口，揭露李显另有所图。接着

武后细述管理国家之难，指责李显无能，难

以担起中兴大唐的重任。第四个高潮，最后

她佯将皇位交给李旦时，已被几位兄长的

下场吓破了胆的李旦，跪地坚持不受，女皇

上位。

病死了李治，流放了李贤，废黜了李显，

吓瘫了李旦，武则天怀着“废黜天子以保天

下”的雄心，层层递进地坐上了龙椅。

但这只是情节叙事告诉我们的，其实剧

本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武则天走向最高权力的

深层原因，乃在于李家人已经不堪中兴大唐

之职，只能“废黜天子以保天下”。应该说这是

符合大历史观的。全剧最后浓墨重彩宣示的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更是点睛

之笔。大仁而不能不仁，这不也是符合大历史

观、大道德观相结合的坐标吗？

在历史不能复现的地方，艺术大胆地迈

开了自己的双腿，大步走进了生活的更深处。

说《无字碑》的文学品位高，是指作品在跌宕

的情节和丰富的动作、精美的唱词中，植入了

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在行动中都有着非常

充盈、饱满的心理空间。情节、戏剧冲突与人

物内心多线交织地构成了一个审美世界。但

是，远不止于这个层面，更是指主要人物的内

心世界中有着几乎不可缓解的矛盾和痛苦。

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武则天既是发难者，又

是受难者；既施害于人，又受害于己。她进击

时所射出的箭矢，伤及了四个男性的命运，最

后其实都伤及她自身。剧作者反复而充分地

表现了她这种痛苦的、撕裂性的内心感情。她

也差一点被亲情绊住了步子。在听到李贤自

缢时，龙椅上的她几乎坐不稳。赶走了李旦，

她又起身想把儿子追回来。她的道白何等情

真意切——一旦取了（皇位），也便舍了（亲

情）：“弃舍了意绵绵贤淑柔顺，弃舍了情切切

委婉温存，弃舍了为人妻同心交颈，弃舍了为

人母乐想天伦，弃舍了娴雅浮云性，不顾生前

身后名，都则为眺长空日月辉映，避不得迎风

雪孤影独行。”她给狄仁杰说的，也是给天下

人的告白：“罢了，罢了，贞观殿中，我失了先

帝；慈恩寺中，失了贤儿；大明宫里，失了显

儿；山陵之上，又失了旦儿！孤家寡人竟至于

此、何至于此！”那是把自己常人的一切幸福，

自己为女性的，为人母、人妻的一切快乐都疮

害了，弃舍了。

这个以女性为主角，编、导、演亦大都系

女性的艺术团队，从一种非常复杂的站位上，

审视再现了武则天这个人物复杂的灵魂。甚

至可以感到作为女性的创作者自己内心，也

陷入了与人物类似的复杂的感情漩涡。编导

演们对武则天有爱有恨，有肯定有保留，有同

情有惋惜，有赞颂有反思。这种创作主体和客

体共有的复杂性，是走向精品最好的通道。说

这个戏好看，既启思又打动人，广受观众欢

迎，也盖缘于此吧。

《无字碑》在艺术上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

特点，就是以多重寓象贯穿全剧。它以“龙椅”

“日月灵象”“无字碑”三个主要的符号构成寓

象群，与戏剧故事、人物冲突相互纽结，贯穿

始终。

大幕一拉开，人物还未登场，便十分隆重

地、仪式化地抬出了两把龙椅。此后，又几次

重复了龙椅由两把到一把的寓象。观众在些

许的意外中，多少感觉到了这是作者的一个

“包袱”。龙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分拆

的暗示。龙椅是这出戏的主旨，也埋伏着欣

赏悬念。

第二个寓象是横空而出的金碧辉煌的日

月幻象，它象征天道。取意“日月交辉，并凌长

空”，是女性掌权亦即武则天上位的一个信

号。“簒权”的“无德”与日月行空的天道，二者

构成的矛盾贯穿全剧，贯穿于人物内心世界

的方方面面。每当武则天在登基过程中有犹

豫、有波折，这个寓象便横空显现，给她以力

量和责任，暗示她应该在登基路上坚定前行。

武后与狄仁杰关于取名为“瞾”的那段解释：

“日明凌空，光照万方”，更是明确宣示了她要

站在“天道”一边。

当然，这个戏最重要的寓象应该是“无

字碑”。它为全剧定名，为人物和故事定位，

是全剧的本体寓象，是点题之笔。“无字碑”

既是“有”，人与事都有确凿的历史史实，它

今天还矗立在八百里秦川的乾陵之上；又是

“无”，无法也无须说清道明的价值判断和感

情纠葛。“有”是不可为而为，是不可言说而

言说；“无”则是不可撰写不如不撰，不可言

说不如不说。如武则天与狄仁杰对话所云，

罢了，罢了，既无话可说，又无能为力，不如

一个“无”字罢了！她唱道：“刻不尽千般酸苦

强颜忍，刻不尽万钧责守一力擎！刻什么劝

农桑、薄徭役、八方听命，刻什么崇教化、广

言路、四海清平……”她要的是“于无碑处见

谥碑，于无铭处诵墓铭！”是的，观众的确从

舞台竖立的无字碑上，读到了叙赞她的宏大

篇章。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无”与“空”“瞾”的交

响，“无”就是“空”，就是“日月行空”之“空”。

“无字碑”正是这台戏内容和神韵的一个精粹

的“结核体”，或隐或现地对情节和人物的内

心冲突作了全覆盖。

编导以这三个寓象，对整个戏的“能指”

作了精彩表达，更使我们在“能指”之外，感受

到了非常深远辽阔的“意指”。它诱引观众进

入审美再创造的境界，极有艺术魅力。

《无字碑》就这样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大

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的故事，就这样

解决了历史评断与道德评断的冲突，让天道

战胜亲情纠葛和习惯势力。武则天的形象由

此走向大历史大道德的境界，为生民立命，为

万世开太平的境界。

西安三意社是与西安易俗社齐名的百年

秦腔老班社。整台演出由四名梅花奖得主支

撑，很好地再现并传达了剧情和人物的丰腴

和复杂。该剧舞台设计简洁明快，构图和色彩

符号常常隐伏深意。音乐融入了现代交响乐

要素，更显得丰厚怆凉。

（作者系文化学者，西安交大特聘教授）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农耕

时期的重要交通水系，曾对中国

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

产生过巨大作用。京沪铁路修

通后，它的交通运输作用逐渐下

降，但它的文化影响并没有消

解。20世纪70年代末，我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工作，由戏曲文物专

家刘念兹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

师，曾带领我到京杭大运河沿岸

的聊城、亳州、苏州等地考察古

戏台等戏曲文物，后多次到京杭

大运河地区做调研。京杭大运

河地区的戏曲对我的研究工作

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因种种原

因，我并没有写过专门研究京杭

大运河与戏曲关系的文章。

2014年 6月 22日，中国大

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一

时，学术界风举云飞，大运河成

为各种学术研究的地理坐标。

以大运河戏曲为研究的文章也

不少，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

山东艺术学院周爱华教授的《京

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研究》脱颖

而出，2019年被列入国家社科

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完成后获

得好评，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该 书 由 绪

论、京杭大运河

沿线戏曲文化生

态、京杭大运河

与戏曲传播、运

河水土养育的梨

园弟子、名留史

册的元明清戏曲

家、运河戏台与

戏曲演出、运河

会馆与戏曲演

出、运河民俗与

戏曲演出、运河

方志小说与戏曲

演出、结语等章

节组成，充分体

现了“水路即商

路，商路即戏路”

所指向的古代河

道与商贸、商贸

与戏曲的依存关

系。全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对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综合

性研究，力求在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运河

与戏曲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打破目前运河戏曲研究以

地域性为主的局面，探寻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源远流

长的历史关联，拓展戏曲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对京杭

大运河在戏曲艺术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影

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周爱华出生在山东省鲁西北运河之畔的临清，对运

河为这座小城带来的习俗、建筑、文化、饮食以及不同的

民族都非常熟悉。小时候她与运河朝夕相伴，心中始终

保留着对衣胞之地的运河情结。她在高校从事戏曲美学

和地方戏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对运河戏曲关注

日久，有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前期她收集相关史料，整

理了大量运河区域的古老剧本、戏装等戏曲遗存，还整理

了部分相关碑刻拓片，为深入系统研究京杭大运河与戏

曲文化的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础。如在整理有关戏曲文献

的基础上，总结出明清时期戏曲作家理论家中明代52

人、清代29人，合计81人的数据资料。其中去掉籍贯不

详的6人，剩余75人。这75人中属于运河沿线省份的有

53人，占71％。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河对沿线地区

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清代的地方戏中，影响最大的是北方的梆子腔、南

方的皮黄腔。北方的梆子腔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传播到

南方各省，南方的皮黄腔能很快传到北方各地，主要就是

依靠京杭大运河这一水路通道。京杭大运河流域有众多

剧种，其中京剧的形成、发展与京杭大运河关系最为密

切。京剧的声腔主要由北方的梆子腔和南方的皮黄腔组

成，山、陕、豫相邻地域形成的梆子腔通过京杭大运河这

一商路，传播到江南各地，在汉口、安庆、苏州、扬州等地

与鄂、皖、赣相邻地域形成的皮黄腔融合，由徽班通过京

杭大运河带到北京，吸收山陕梆子、昆腔，接受宫廷艺术

和京都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京剧。该书对京杭大运河

流域的剧种，特别是梆子腔、皮黄腔及京剧的形成和传播

均做了详细的解析。

此外，在充分挖掘大运河沿线各时期关于运河文化

和戏曲文化的文献资料的同时，作者大范围进行了实地

考察，获得许多并不为人关注的实物资料。如无锡薛家

大院戏台、武进真武庙戏台、无锡张中丞庙戏台、无锡西

水仙庙戏台、无锡南水仙庙戏台、常州城隍庙戏台、嘉祥

县上花林戏台、微山湖端鼓戏演出的船台、大汶口山西会

馆关帝庙戏台、常州市博物馆藏的“府正堂严示”碑等。

这些古戏台和记载官府“永禁演唱滩簧点做谣戏及茶馆

庙宇男女弹唱谣词艳曲”的石碑是我们了解大运河两岸

戏曲活动的文物资料，是以前戏曲志没有记载的。

该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把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地理标杆，把戏曲放在

京杭大运河两岸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京杭大运河与

戏曲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综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浙江音乐学院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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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2月8日至9日，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由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出品的“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话剧《天算》在国家大剧

院上演，作品以深刻的历史内涵、精湛的艺术表现和强烈的

情感共鸣赢得观众赞誉。

《天算》以1940年东北抗日战争为背景，将故事设定在奉

天北市场这一充满市井气息的场景中，通过几户市民的日常

生活，展现了东北人民在极端困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自

2021年创排以来，该剧陆续在全国多地进行巡回演出，曾获辽

宁省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8届

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该剧编剧孙浩表示，《天算》立足于

讲述关东人的抗战故事，展现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奋起反

抗与他们的爱恨情仇、家国担当，力图以扎根于东北地域文化

形成的风格鲜明的关东演剧学派文本样式塑造鲜活各异的人

物群像。导演宋国锋认为，接地气、讲家乡故事是辽宁人艺一贯

的创作宗旨与艺术特色。该剧在二度创作中努力以有温度、

有情感、有看头的艺术表达跻身精品戏剧行列。（路斐斐）

话剧《天算》亮相国家大剧院

新作点评 书林漫步

本报讯 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上

海市剧协、上海文学艺术院、上海市评协

共同承办的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以下简称白玉兰戏剧奖）提名名

单日前公布，40位来自全国各地与海外

的演员分获主角奖（20人）、配角奖（10

人）、新人主角奖（5人）、新人配角奖（5

人）提名奖。本届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

奖授予表演艺术家李炳淑，以奖掖其为中

国戏剧艺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京剧）传承人李炳淑宗法梅派，扎实

继承了梅兰芳的表演精髓，又根据自身条

件加以融合。她演出的《凤还巢》《霸王别

姬》《玉堂春》《宇宙锋》《太真外传》《廉锦

枫》等一系列梅派经典剧目，完美呈现了

梅兰芳创立的艺术风格。她在扎实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和突破。她主演的

《杨门女将》文武兼擅，她在现代京剧《龙

江颂》和神话京剧《白蛇传》中塑造的江水

英、白素贞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

她多次深入基层演出，赴海外弘扬京剧艺

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深受群众喜爱。

本届白玉兰戏剧奖颁奖晚会将于2

月27日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现场揭

晓各奖项名单。上海影协主席、导演郑大圣任颁奖晚会总导

演。晚会将融合跨界、非遗、AI等多重元素，在“本来”“外

来”和“未来”三重维度中，衬托本年度获奖的优秀戏剧表演

艺术家。颁奖晚会后，白玉兰戏剧奖将组织获奖演员赴浦东

进行深入基层文艺志愿惠民演出。4月中旬，以本年度主角

奖、新人主角奖获奖演员的参评剧目为主的“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获奖剧目展演”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宛平

剧院等市区与郊区剧场举办。6月中旬，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获奖演员代表将受邀参与2025“濠江之春——澳

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系列活动，走进澳门演出并开展相

关戏剧普及推广讲演活动。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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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画院主办的“笔底春风殊未

老——北京画院老画家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此

次展览汇集了北京画院35位退休老画家的68件（套）艺术创

作，全面呈现了艺术家们的绘画技艺与独特风格，同时也彰

显出北京画院的创作实力与艺术风貌。

展览主题“笔底春风”意指画家创作时的灵动与神韵，他

们将情思凝于笔端，以线条与色彩赋予作品生机与感染力。

“殊未老”诠释了他们的艺术境界，尽管岁月流转，仍不断创作

诸多新作。参加此次展览的艺术家都在北京画院度过了他们

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时光，有的为各大博物馆创作多幅作品，有

的应邀前往各地体验生活，完成集体创作，有的在画院研修班

授课，将艺术心得传授给更多年轻学子。如今，他们依旧在艺

术领域持续深耕，为北京画院的艺术传承与发展续写新篇章。

此次展览持续至3月16日。 （李晓晨）

“笔底春风殊未老——北京画院老画家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2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浙江省

文投集团旗下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未成年

人检察题材网络微短剧《即将出庭》媒体超前看片会在京举

行。该剧由邵进执导，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来

学法”创作计划推荐片单，即将在腾讯视频播出。

该短剧讲述了青年检察官钟钦扬与检察官助理宋素，在

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交通肇事案、少女被男友殴打案、少年参

与赌博案等一系列复杂疑难案件的过程中，依法惩治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

年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故事。该剧深度还原了检察机

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司法态度，展现了对涉罪

未成年人“惩治与挽救并重”的分级干预机制，以及联合多部

门构建的“一站式”办案救助体系。着力塑造了正义、智慧、客

观、公正又充满温情的检察官人物形象，展现了检察官始终秉

持客观公正立场、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的良好风貌，从多角度阐释了检察机关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提供全面有力司法保障的决心。

（杨茹涵）

检察题材微短剧《即将出庭》将上线腾讯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