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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镇》以互为镜像的两组时空，为
我们展现了两代“上镇人”的逐梦之旅。
以时间为轴，上世纪 30年代的瓷人物语
形构了第一组时空。此间，小人物王火
生的生命经验与瓷的制作过程形成了一
组同构关系。制瓷需要经过采土、练泥、
拉坯、修坯、晒坯、装饰、施釉、烧窑等一
系列复杂的工序，而王火生也正是在一
系列接踵而至的苦难中——父母双亡、
窑厂倒闭、师傅惨死、爱人离世等——逐
渐成长起来，从一个乡野小子成长为一
名瓷人，再从瓷人的身份改写为人民战
士，王火生本身就是浴火涅槃的“釉里
红”的绝佳注解。而在另一组时空中，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
为了梦想而聚集在景德镇。这是一个希
望、创意、机遇与诗意交织的空间，而这
个空间正是当前景德镇，某种程度上也
是当代中国的活力之所在。因而，这部
音乐剧的象征意义就突显出来了，它既
是讲述瓷的故事、景德镇的故事，也蕴含
着鲜明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精神，并最终
凝聚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同
时，该剧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历史空间
的确定性上。尽管上镇与走西口、闯关
东、下南洋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但口
外、关外、南洋并不是某个城市的确指。

《走西口》《闯关东》等作品虽然口碑不
错，但它们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城市，城
市精神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了。《上镇》
则不同，因为景德镇并不仅仅是一个如

口外、关外、南洋等代表希望
的能指，它同时是一个真实
的、具体的、在场的地理空
间，而且是一个有着绵延千

年 的 瓷 文 化 积 淀 的 空
间。在此意义上，《上

镇》是景德镇的专属
音乐剧，瓷都景德镇
在剧中并不仅仅是
一个背景，更是这部
剧的动力和精气之
源。

那为什么要用
音乐剧来展示景德
镇 的 历 史 和 文 化 ？

一方面，当下的景德镇是一座如此现代、
多元的城市，以音乐剧这样一种极具综
合性的、海纳百川式的艺术形态来展现
景德镇，应该说是非常恰切的。另一方
面，一城有一城之文化气质、文化记忆、
文化标识，提到景德镇，我们本能地就会
想到瓷，而《上镇》的故事内容、场次结
构、舞台设计、舞蹈动作等都与瓷有关。
当然，景德镇的青花瓷本身也是一种乐
器，击瓷所发出的“磬”声是非常悦耳的，
如果在创作中，能将此元素加进去就更
完美了。所以，无论是艺术形态、艺术格
调，还是主题，这部剧的出现乃至成功都
有它内在的或者天然的合理性。

即便我们搁置剧中瓷（china）与中国
的寓言、隐喻关系，搁置剧中之梦与中国
梦的内在联系，单就文本层面而言，这部
剧也是耐人寻味的。青花是温润、典雅
的，这温润、典雅却是在熊熊烈火中煅烧
而成的，而这一张力关系正好是《上镇》
在叙事上借重的手段。这里仅从色彩、
场次、演与观这几个方面简单谈谈这种
张力关系，以及这种张力关系对于提升
这部音乐剧主题、寓意等方面的价值。

就色彩而言，音乐剧《上镇》的主色
调是白色、青色和红色，这三种颜色显然
同瓷、烧瓷之火紧密相连，也是男主人公
火生、女主人公青花取名之由来。在这
三色中，主创更加突出的是青色和红
色。无须赘言，青与红两色在色彩学上
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在舞台、服装设计
上，很少会这么不加节制地使用这两种
颜色。有趣的是，这两种颜色在这部剧
里面却实现了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和谐。
因为这里的红与青不再是单纯的色彩本
身，而是具有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也就是
说色彩本身寄托了某种精神价值，这种
红色、青色与白色的共生共在，实际上隐
喻性地构筑了瓷的基本品格和精神。

从场次设计来看，《上镇》包含了旧
与新两个空间，一边是传统，另一边是现

代；一边是旧世界，另一边是新时代。但
这部剧里新旧之间的衔接却并不生硬。
因为两个世界既是断裂的、异质的，同时
是绵延的、承继的。所谓断裂与异质指
的是新旧政权、新旧世界的交替，而所谓
绵延与承继则指的是一些内在精神的赓
续，比如工匠精神、仁义精神、家国情怀
等。《上镇》在新旧转换的设计上极富新
意，尤其是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巨幅红
色背景下，出现了一位伫立于新旧地平
线上的吹号角的战士，这个意象的使用
简直是神来之笔，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也正是这点睛之笔，《上镇》的立意、格
局、高度立刻就提升了。这再清楚不过
地显现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革命才是这由旧到新的唯一希望，也唯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上镇”之

“上”才能具有新气象、新格局。
从演与观的角度来说，《上镇》还常

常使用戏仿、借用、跳脱等方法来造成情
境的暂停或者中断，这些方法使演与观
形成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比
如在表现上个世纪 30年代的段落中，演
员在演唱中忽然来一句“爱情不是你想
买想买就能买”，扮演鸨儿翠喜的演员突
然说出“high”这样的单词，赖掌柜会突
然来一段方言绕口令，等等。这些中断
实际上就构成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

效果”。而间离意在为观众提供一种用
历史重新打量现实、让历史和现实进行
对话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上镇》还表现了某
种神圣性。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

《虚位以待之所》（The Empty Space）一
书中指出，神圣性指的是对隐匿之物、不
可见之物、被遮蔽之物的揭示。该剧所
体现的神圣性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两
点。一是“瓷舞”，第一场第三幕的窑厂
既是青花带着火生领略坯件之神奇的地
方，也是二人爱情升温之所。当舞台上
的两人被这些巧夺天工的坯件吸引时，
一位身着白衣的柔术演员变换着各种造
型传递着瓷的语言和情感，显然瓷在这
里是有生命的。二是它敞开了制瓷业的
另一个维度：女性之维。音乐剧着力表
现了冯青花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富有献
身精神的女性形象，从而让那些一直隐
匿于一望无际的男性瓷人背后的无数默
默奉献的女性得以浮出历史地表。

当前，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本土音乐
剧大有可为。《上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
能够在深切理解城市文化的前提下，结
合城市记忆与时代精神，运用各种艺术
手段，生动地彰显城市精神。对于年轻
的中国音乐剧而言，这种尝试是值得研
究和借鉴的。

一段时间以来，红色文学中的红色部分被过
分抽象与放大，相应的，作品里的人也被符号化
了。那些丰腴或瘦削、黝黑或白皙的脸与身体藏
在伟岸与高大的后面。而作为日常与情感中的
人的面目却十分模糊。阶级性与人性始终处在
一种紧张的关系中。我们因此也就很难在波澜
壮阔的革命洪流中捕捉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真
实细节。可是，我们每天都活在各种细节之中，
外部与内部的细节在不断对我们进行标记与确
认。

红色文学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门类，
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仍然是文学，仍然在对我们
祖辈所处的、我们自身所处的现实予以真切回
应。它的主体绝不能简单地概括成压迫与抗争
的关系，它的中心也不只有理想、信念、热情、正
义这些元素，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源自我们每一
个活生生的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背后正是一
个个血肉之躯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毅然选择。由
此说来，红色文学不应脱离它自我生成的“场”，
我们也不应脱离具体的环境去谈论评价一部红
色作品。

不久前我去了秋收起义纪念馆，二楼的展馆
里陈列着各种红色文物，火钳、柴刀、煤油灯、草
鞋……它们被作为珍贵红色记忆保存下来。多
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爷爷也是握着一柄同样
的火钳，肩上披一件大衣，把一颗漆黑的蜂窝煤
放进煤炉里去。火钳的铁柄上缠着细密的藤条，
它是我家日常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它与我家的一
日三餐紧密相连。在我家，它和其他家什，比如
熨斗、铁锅、剪刀、拖把一样是作为物质的日常中
一项普通的生活工具。另外，陈列室里的柴刀和
我爸劈柴用的也并没有两样。可是几十年来我
家几代人使用过的无以计数的生活器物却在时
间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没有谁记得它们去了
哪，它们不曾做出任何挣扎就消失在了生活之
中。可是纪念馆里的红色展物却显示出一种十
分坚硬的质地，时光在它们的表面聚拢，放射出
一束束光亮。这其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
能够让这些原本平庸而平常的物件被赋予某种
超自然的属性，以至于在时光中不朽?

这次参观，无形中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
角度，当红色文学潮涌而来，我是不是应该反过
来想想，如何穿透红色，洞察红色背后事物的自
然光泽。一把见证了革命历史的火钳所通向的
不仅仅是一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暴动，它也通
向无限广阔而开放的历史内部，通向异常庞大的
生活之中。如何让红色文学中的人与物回归真
实，回到我们中间，让红色与日常性、人性互见，
以此创作出一种既是社会的，也是精神的，更是
美学意义上的红色文学？这也因此成了横在我
心头的问题。

我从小生长于赣南这片红色沃土，红色故事
与人物耳熟能详，我被这个属于红色的“场”所包
裹，自然更清楚那些投身革命的先辈，他们的壮
举背后连着的是一个个怎样的天地。革命的星
星之火为什么在这块土壤上能够迅速燎原；为什
么这些原本信奉耕读传家、诗书继世道理的赣南
子弟会毅然选择革命？确切地说，那都得回到一
个个活生生的人上面，回到他们最根本的境地中
去探求答案。那个关键性的因素，或许在面前，
也或许隐于过去。如果时光回溯，回到唐或两
晋，就会发现，赣南人，原籍在中原的不在少数，
那块厚土，曾经奔走着性情与思想上的巨人，君
子与勇士的血在另一个动荡年代流到另一群人
身上，重新唤起坚定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红
色所显示的绝不只是某个时期、某个群体的精神
特征，它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都具有某种内在的
统一性与连续性。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理想的红色文学绝不
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红色。红色背后，是潮水般涌
来的时间与记忆，潮水般卷来的心灵与面孔。当
红色文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门类被提出来进
行研究解读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已经与其他门类
的文学的生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如果说红色
题材的作品是连绵起伏的大地上矗立起来的山
峰，那么，正因为大地无垠，才使巨峰高耸，正因
为红色文学具备了海绵般的吸力与容积才使这
个门类的写作拥有了更强的辨识度与更多的可
能性。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仁
人志士宛如一朵朵激越飞溅的浪
花。潮起潮落，静心聆听，幽深处
传来的是信仰之声、奋斗之音。近
日热播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
国》就好似一面镜子，诗化表达中
国共产党诞生 100 年以来团结和
引领中国人民，高擎理想和信仰的
火炬，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不息奋斗的动人征程。

从策划到创作再到播出，《理
想照耀中国》主创团队大胆创新。
比如，开放式征集故事选题。该剧
主创团队向全社会征集选题，力求
让大事件下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
理想触动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
心。这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者，我国著名教育家、
语言学家、翻译家陈望道；有中国
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和其他重要文
献的守护人张爵谦与其子张人亚；
有为一群人梦想而奋斗的国家女
子柔道队男陪练刘磊磊；有新中国
第一位个体工商户、温州纽扣女孩
章华妹；还有扎根林区三十载守护
滇金丝猴的科学家龙勇诚等。这

些故事各自独立，但所传递的精神
内涵又浑然一体。

再 比 如 ，30 分 钟 左 右 的 叙
事。区别于其他宏大叙事的历史
剧，《理想照耀中国》更像是一首首
篇幅短小、却又饱含炽烈情感的散
文诗。40 首精炼的小诗，对应着
建党百年历史中那些值得我们纪
念的“浪花”。虽未像纪录片一样
详尽叙事，但每个短剧中的人物所
散发出的蓬勃生命力都不禁让人
深思“理想”这个关键词，厚度不
减。诚如编剧梁振华所言，短剧像
文学作品里面的诗篇，像烈酒，是

要让人“上头”的。现实主义、意识
流、一镜到底等，主创团队基本全
部尝试了。以现已播出的内容为
例，《真理的味道》在“以小见大”

“做减法”上下功夫，通过陈望道在
昏暗的油灯下，忘我地翻译《共产
党宣言》的故事，凸显该历史时期
先进分子不懈追求真理的执着；

《173 米》则以戏剧性的张力展现
中国工人面对困难时的韧劲；《雪
国的篝火》用舞台剧的表现手法，
将篝火的涵义进行延展，这篝火不
仅是茫茫雪地里加热食物的火源，
更象征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

战士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
诚、坚定的信念。

为让观众更加近距离感悟理
想的滚烫，《理想照耀中国》全体剧
组人员极致追求细节真实，还原历
史质感。比如，《磊磊的勋章》。该
短剧坚持邀请专业运动员出演。
因为在专业运动员身上，都有着为
国奉献、为国争光的朴素情感。没
有过度修饰，只要把人物最真实的
情感表现出来，就足够了。为了剧
中主场景的真实度，主创团队更是
连道具都不放过。再比如，《雪国
的篝火》，为真实展现人在极寒环
境下、面临生理极限时的真实状
态，演员们节食、减脂，保持身体的
饥饿感。为让观众看到风雪如刀
的画面，演员们走进雪山，即使双
手暴露在风雪中刺骨地疼，但他们
依然相互鼓励，步履向前。真实的
环境，真实的负重，释放出无比震
撼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剧方还开设
“微课堂”，让观众更深刻体味出该
剧的言微旨远。“张爵谦在接到张
人亚给他的文件之后，就一直坚守
着这个秘密，几十年间，家人都未

曾发觉。”“既然是拍挖隧道的故
事，土质和地貌就有讲究。天水和
故事原发地定西都是黄土土质，这
是剧组选择在那里拍摄的最主要
的原因。”“龙勇诚和徒弟钟林下山
时看到猴群，望向‘雪山精灵’的视
线，迎来的是‘精灵’对视的目光。
这个眼神是滇金丝猴的感恩，也是
龙勇诚长此以往的守候。”……这
些都是摘自该剧新浪微博官方账
号“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自该
剧开播以来，这个官微勤奋“营
业”，在一问一答中对系列短剧的
选题背景、叙事表达等进行解读。

“我要写一首歌，为我们的祖
国写一首歌……队伍有多长，我写
的歌就有多长！”“只有火车跑起
来，这里的人才能走出去，才能富
起来，一定可以挖通的，我就在那
头等着你。”“我们都喝了汤，烤了
火，现在我命令你们都给我活着，
冲过这座山。”……一句句台词，一
个个人物，在观众心里留下深深的
印痕。这些真人真事蕴藏的理想
不仅驻留于历史刻度中，更照耀过
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积
贫积弱的模样，她的发展令全世界
瞩目。她的成功与辉煌，离不开无
数个你我他的参与。《理想照耀中
国》提示人们，这些故事的精神内
涵并不止于历史，更内化为当代人
的行动自觉。星辰大海的征途中，
无数朵“浪花”正满怀豪情地奔涌
着……

凡人之躯凡人之躯 萤火之光萤火之光
□ 齐美煜

给红色文学创作给红色文学创作
赋予日常视角赋予日常视角

□ 朱 强

用历史、文化
熔炼城市精神

——评音乐剧《上镇》
□ 苏 勇

文艺观察

一座缺乏文化精神的
城市，显然是没有灵魂
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
城市之美、城市之韵、城市
之魂的建构作用是不言而
喻的，正如《白蛇传》之于
杭州、《茶馆》之于北京、
《庐山恋》之于九江、《少林
寺》之于郑州。作为国家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
景德镇，千年瓷都的美誉
早已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
分，它理当由一些与它内
在气质和精神相符的，为
它而书、为它而舞、为它而
歌的文艺作品来衬托、镶
嵌、提炼。由景德镇陶文
旅集团出品的大型音乐剧
《上镇》尽管姗姗来迟，但
它终究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在数代瓷人的凝望下出场
了——

《
理
想
照
耀
中
国
》
剧
照

（本文配图为《上镇》剧照，由邓绍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