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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 实习美编 刘经金10 文艺评论

一如此刻的天气，夏日里的江西舞台，“火热”非凡，好戏轮番上演。或是重要展演各展地方曲艺所
长，或是戏曲新作初与观众见面，或是经典好剧再登舞台……在这个夏天，一起进剧场看戏吧——

近日，第十一届中部六省曲艺展演在上饶开幕，来自

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六省的 200 余名曲艺

工作者登台献技、各展所长。

本次展演集结了 25 个曲艺精品，囊括了快板、相声、

山东快书、鄱阳大鼓、湖北评书、武乡琴书、河洛大鼓等

22 个曲种。这些节目涉及的题材相对集中，主要是革命

历史题材如皖北大鼓《革命英烈杨开慧》、快板《胡服与伙

夫》等；现实题材如湖北大鼓《瞧这老两口》、山东快书《还

秤砣》等；民间故事（传说）题材如三弦书《百里奚认妻》、

快板书《大禹治水》等。其中尤以现实题材为主，作品总

数约占比 76%，充分展现了曲艺艺术来源于生活、扎根于

生活的本质特征。

各具乡音乡情特色的曲艺风情

六省选拔而来的曲种，形式或说或唱，或兼而有之，

再辅以做功，都具备了较强的地域风情和曲种特色，形式

不同，唱法不同，做派不同，表演特性也不同。如山东快

书《夜半对话》以垫板和法槌的拟人对话，配以正话反说

的形式，歌颂了现代法官刚正不阿的高尚形象；相声《拜

托》捧逗相谐，以幽默嘲讽的对话形式，表现对反腐倡廉

主题的深刻思考；萍乡春锣《移风易俗进万家》以简洁质

朴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宣讲了破除农村陈规陋俗的

必要性。同时，各地方言土语的运用也展示了不同地域

曲艺作品的差异性，如江西大鼓《红霞丹青》中温软动听

的上饶方言、快板《胡服与伙夫》和常德丝弦《当兵的人》

中夹杂圆润鼻音的湖南方言、湖北评书《湖》中直率铿锵

的武汉方言等。这些作品展现了各地的生活状态和文化

传承，也展现了中部六省曲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

动局面。

通俗易懂的审美趣味和感同身受的情感元素

曲艺艺术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它最

终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此曲艺作品的表现形式当通俗

易懂。京东大鼓《曲艺人》以曲艺形式展现了曲艺人的生

活，既科普了曲艺的种类形式、文本特点、表演要求，也抒

写了曲艺人的辛苦。快板书《大禹治水》中，表演者跳进

跳出，一人分饰多角，分别饰演了大禹、大禹父亲、大禹女

儿等角色。在表演大禹第三次过家门而不入的时候，演

员眼含热泪，将当事人大禹复杂纠结的情绪、表演者对人

物角色的心疼震撼合而为一，打造了层次化的人物情感

世界，理智和感性交相融合。曲艺演员常说：“说书一股

劲，唱曲一段情，字字警人心，听者自动容。”诚然，曲艺创

作当思群众之想、说群众之言、表群众之情，为人民而写、

而说、而唱。

多才多艺，兼具多元化与个性化表演的演员队伍

曲艺是一门说唱艺术，大多以角色模拟的形式进行

情感表达，并结合评说议论的方式升华主题。演员是曲

艺表演的核心，决定了作品的表现质地。《大山里的爱情

故事》通过男女相声演员同台，利用贯口、学唱等表演形

式，将多首传统山歌、流行歌曲如《山路十八弯》《妹娃要

过河》《月亮走，我也走》等巧妙融进，既展示了演员精巧

的“柳活儿”水平，也展现了乡村振兴的新面貌。河洛大

鼓《黄河水 家乡戏》中女演员肖金红将曲艺和戏曲两种

艺术形式奇妙糅合，“黄河人结下这豫剧缘”，念唱结合，

分别吟唱了豫剧名家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

立品五位名旦的经典代表性唱腔唱段，展现了自身多元

丰富的声腔能力和舞台魅力。

取材于民，贴近生活和时事的时代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曲艺亦然。曲艺

被誉为“文艺轻骑兵”，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生活琐事，曲艺

作品的题材包罗万象，直接或间接折射出创作者对于生活

的把握和对时代脉搏的感悟。大同数来宝《小哥驿站》着

笔于老百姓身边的两个普通群体——外卖（快递）小哥和

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编创采用情景剧式的演绎方式，借助

“小哥驿站”的场所设置，层层设疑，步步解答，巧妙将两个

群体进行互通联动。相声《狂轰乱“诈”》则着眼于网络诈

骗现象，用被骗者的第一视角，以诙谐自嘲的口吻讲述被

骗经历，无情讽刺并揭露不法分子利用电信诈骗的恶劣行

径，提醒观众保持警醒，谨防上当受骗……这些作品来源于

最寻常的老百姓生活，真实反映了时代发展中的种种困境

与和美，激励大家克服困难、珍惜当下、努力建设美丽家园。

“青冥在目前，努力调羽仪。”曲艺艺术一直是用“说

唱”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并表达思

想感情的表演艺术。曲艺说唱为人民，沉下心、静下心、

稳下心，在坚守曲艺本体之余借鉴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

表现手法，曲艺事业的未来一定璀璨光明。

近日，赣剧《烛照丹心》首演，这是鄱

阳县赣剧团继《詹天佑》《碧血黄花》《红

星恋歌》《生命至上》后，推出的又一力

作，亦是剧作家姜朝皋执创的又一新编

历史剧。

此剧取材于鄱阳历史名人陶侃的事

迹。两晋之交，作为一项选官制度的九

品中正制，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越

来越重要，甚至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

品无士族”的局面。与这一制度相呼应

的是玄学与清谈之风流行，成为不少士

族子弟钓取功名禄位的手段。崔玄便是

如此，喜好饮酒谈玄，由地方豪强石恺推

荐，担任武冈县丞一职。他在剧中初次

上场，便是“赤膊披发”，与同样败衣瘁貌

的王虚、谢孚在树下席地而坐，饮酒谈

玄。因新任县令未到，县丞便是一县之

主。此时武冈遭遇大旱，田园枯焦，饿殍

遍野，四乡告急文书堆积如山，而崔玄却

依旧饮酒谈玄，还说“水旱虫灾，尽皆天

意，我等顺天知命，自然逍遥”。县丞如

此，衙役们上行下效，终日混迹赌场，伤

风败俗，好好的武冈县衙被弄得乌烟瘴

气。

新上任的陶侃县令出身寒门，却一

身傲骨、勤于政事。剧中“治衙”一场，陶

侃带着陶母“烛照丹心”的嘱托，于武冈

上任伊始，便将大灾之年荒废政事的县

丞崔玄的酒坛砸碎、乌纱摘下，并举荐忠

于职守的书佐李翔为县丞，又将混迹赌

场的衙役们的赌具收缴。其后“闹阁”一

场，陶侃于地方豪强石恺的逍遥阁华堂落

成之日，身穿孝服、手捧祭文直闯阁中，以

是日为先皇祭日为由，怒斥张灯结彩、饮

酒作乐的石家无视朝廷、犯上欺君，吓得

石恺拜伏于地。见石恺服软，陶侃趁机令

其撤除民怨沸腾的禁牌，并带头捐钱修

渠。陶侃凭借智慧与才干，一步步施重拳

“扫灰尘，除污浊”，积极组织救灾济民，将

原本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武冈治理得政

通人和，得到了百姓拥戴。

但更大的挑战还在于为豪门士族撑

腰的零陵太守吕岳及执掌晋廷军事重权

的六州大都督王敦。吕太守外表和善，

内心阴险，他使出借刀杀人之计，唆使王

敦令武冈于半月之内进献千坛美酒。太

守的如意算盘是：若是陶侃不愿扰民，不

按时完成献酒令，自然会被自私狠毒的

王敦杀害，即便他按时按量献上千坛美

酒，灾荒之年激起民变，亦难逃一死。眼

看八年前前任县令因违抗都督将令而被

校尉砍头、血染头巾的一幕又要重演，陶

侃再次用智慧和胆识化险为夷。在与夫

人龚氏诀别之际，他从夫人捧上的武冈

父老所献“玉液泉”得到触发，决意险中

求胜，以水代酒。献酒之日，王敦见陶侃

献“玉液泉”水，异常暴怒，当即下令将其

腰斩。生死关头，陶侃先是采用激将法，

称此举是于灾年替大都督改变陋规行善

政，遂致“滴泪岩变成玉液泉”，百姓因此

重建家园，便“手捧清泉当筵宴，赞都督

爱民如子解倒悬”，之后献上老院公保存

的染血头巾，以示慷慨赴死之意，亦借此

警告王敦不要失去民心。面对陶侃抛出

的“高帽”和大义凛然之举，以及辕门外

扶老携幼为陶侃收尸的武冈百姓，欲收

拢民心而称霸天下的王敦强作笑脸，上

前 扶 起 陶 侃 ，高 赞 其“ 铮 铮 铁 骨 忠 耿

言 ，有 胆 有 识 有 才 干 ，堪 作 楷 模 示 众

官”，又为其大开中门，礼送回家，剧情

由此得到大反转。后来，陶侃一路勇毅

前行，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成为

一代名臣宿将，亦是两晋乱世时期难得

的清流人物。

以往戏剧作品中，涉及两晋，对九品

中正制进行反思的作品很少。而该剧以

生动流畅的笔触，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于细

微处展现，撷取陶侃人生中的部分逸事，

通过赴任、治衙、闹阁、惊变、夜别、见督、

灯会七个片段，采用虚实结合、层层递进

的情节营构，塑造了一位身处虚浮乱世，

却心怀光明的古代英杰形象，并深刻揭示

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发人深省。

此剧的导演设计及舞台呈现别有风

味，设计了梅花灯、玉液泉、陶母、老院公

等 几 个 起 着 贯 穿 作 用 的 重 要 意 象 或 人

物。悬垂于舞台的梅花灯贯穿主题，既

是陶母送给儿子的一盏灯，也是中华优

秀家风及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烛照古

今的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

一 的 陶 母 ，自 然 是 此 剧 的 重 点 表 现 对

象。剧中陶母出场次数不多，除序幕在

鄱阳昌江码头赠梅花灯送儿赴任外，主

要在第二表演空间以回闪形式出现，但

每次出场均为点睛之笔，给人震撼。老

院公形象亦是剧中亮点，不仅起着穿针

引线的作用，还是金庸武侠剧中扫地僧

式的人物，仅简短的一句“扫灰尘，除污

浊”台词便微言大义，揭示题旨。

可贵的是，剧中演员均来自鄱阳县

赣剧团，且以中青年演员居多，扮相及表

演大都可圈可点，切合人物身份，与舞美

融为一体，富有美感，尤其是江玲静主演

的陶母，无论是扮相身段还是唱腔均老

辣纯熟，令人印象深刻。

剧中主体唱腔为赣剧饶河派的乱弹

腔，以二黄、西皮为主，节奏明快，板式多

样，铿锵高逸，音乐形象鲜明而完整。其

中扮演陶侃的黄昌水所唱二黄源自江西

本地的宜黄腔，唱腔“繁音促节”“音圆气

长”，舒缓而华美，有利于塑造虽处逆境

但性情执着坚定的人物。

当然，此剧在情节构思及调度处理

等方面还有上升的空间，但瑕不掩瑜，正

如有学者评价的，这部剧放在全国的新

编历史剧中衡量，也是十分难得的作品。

《兰妹子》取材于江西革命老区一

个真实的动人故事。主人公兰妹子如

同这个名字一样，像路边一株毫不起

眼的兰草，幽幽地散发着质朴淡雅的

清香。

大幕开启，推到观众面前的是这

样一个苦难的母亲形象：丈夫刚刚去

世，襁褓中的儿子身染重病，不幸夭

折。风雪天她捡到了一个弃婴，这是

地主的儿子，更是她仇人的儿子。村

长又送来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婴儿，这

是红军的儿子。收养后者，她义无反

顾，而对前者，她内心有过激烈的挣

扎，最终伟大的母爱和对生命的热爱，

让她淡化了血脉的隔阂。在她眼里，这

是两个纯洁的小生命，是可爱的精灵。

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将这个普

通母亲置于矛盾的扭绞之中：斗争双

方出于不同的目的，做出了同样的举

动——让兰妹子交出“地主崽子”。这

个时候作为母亲的兰妹子，哭诉着“吃

过我咯奶，就是我咯崽”，两个小生命，

都是她不可舍弃的儿子。而红军政委

对两个小生命一样的善待，更让她感

受到天地之间的大爱，兰妹子坚定了

将两个儿子托付给红军的决心。正是

这重重的矛盾，这深深的情感旋涡，在

舞台上产生出巨大的戏剧张力。全剧

节奏明快，情节环环相扣，始终将观众

置于一个紧张、冲突的氛围之中，悲

壮、凝重而又不失昂扬向上。她的爱

朴实而又崇高，跨越了阶级，也跨越了

时代。

《兰妹子》为戏曲舞台贡献的另外

一个成功形象是一号反派人物地主陈

世泰。以花脸应工的这个人物具有两

张“脸谱”，一张是对穷苦百姓的穷凶

极恶，对革命的极端仇视，另一张是对

儿子的慈爱，这是其兽性中闪烁的一

丝微弱的人性之光。为了这一束微

光，导演安排他与兰妹子、红军政委一

段隔空对唱，抒发了三人对幼小生命

的惦念与忧心。他在疯狂反扑回到家

乡时，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兰妹子，要

回自己丢失的儿子。为了要回儿子，

他枪杀了无辜的妇女，还丧心病狂地

对兰妹子下毒手。正是这样的两张

“脸谱”合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反面人

物形象。

回归到南昌采茶戏本体 ，《兰妹

子》为之带来的还有音乐上的革新与

创造。南昌采茶戏作为板腔体音乐的

剧种，以声腔见长，而该剧故事的背景

发生在赣南，加上文本提供的曲词绝

大多数属于曲牌体，这对这出戏的音

乐创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观众欣喜

地看到，全剧音乐和唱腔，围绕着一个

“情”字下足了功夫，既立足于南昌采

茶戏剧种音乐的本源，又紧扣时代背

景、主题烘托、人物形象，将传统与现

代相结合，并适当吸收西洋音乐的某

些元素，带给观众亲切又不乏新鲜的

感觉。如开场时的“苦哎——”，沉重、

压抑，有着民间歌曲的野性，也可以听

到客家音乐元素的巧妙嵌入，还有充

溢着浓浓母性的摇篮曲“奥奥哎”，散

发着江西民歌的芳香。而在兰妹子的

核心唱段之一“换一对小生命地久天

长”中，又有穿云裂帛的西洋咏叹调色

彩。如此种种，无一不是从人物情感

和性格出发而设计的，为南昌采茶戏

音乐做出了可贵而有益的探索。

不久前，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吉安

保利大剧院上演。该剧根据革命历史题材

同名电视剧改编，讲述了从 1925 年国共合

作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三个家族间跨越

20多年的故事。

剧中既有亲情、爱情与友情的表现，

也交织着理想、信念与宽恕的光芒。一个

个人物的命运，一个个家庭的恩怨，在中

国近代史这座风云激荡的大舞台上，共同

叩问着“中国向何去”这个时代命题，最终

得出“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结论。

剧本由国家一级编剧姚远担纲，导演是

出品过《雨花台》《白鹿原》等作品的胡宗琪。

舞台布景方面，三张垂在舞台上空的

“残片”背景和一块直径十余米的旋转舞

台，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剧中道具严格

遵循历史真实，大至家具，小至帽徽，都极

其符合那个年代的特质。而随着舞台背景的不断升降

变化，中国近代史被一幕幕定格，凭借舞台的转动，演员

们在其上或行或立，好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物的命

运也随之跌宕，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剧体验。

剧中角色的选择，彰显了“人间正道”是如何一步

步冲破黑暗，化作了历史的选择。

剧 中 形 象 有 着 真 实 的 历 史 人 物 、事 件 的 丰 富 投

射。全剧塑造了一群怀抱真挚救国理想的青年，在大

时代面前的痛苦挣扎与求索奋斗。杨立青，一位抱着

满腔热血投入黄埔军校的青年，受到共产党人崇高理

想的感召，却又置身于国民党反共的前线。眼见一位

位可亲可敬的师友被捕、被杀，他痛苦不已，在一次次

血的教训中，他认清了黑暗的现实，坚定了理想信念，

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去。

该剧还深刻呈现了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被各种

力量裹挟的人们，依旧能够坚定真理和正义。剧中的国

民党元老董建昌，面对蒋介石的背叛革命，他内心的良知

与正义不断被唤醒。在中国共产党危难之际，董建昌伸

出援手，率军和平起义，将古城长沙完整地交付给人民。

又如国民党杨立仁，如其父所言“无论在政治上他是个什

么派，但他为人决不会做两面派”。“我和共产党人只是信

仰主义不同，并不视其中任何个人为敌”，为了心中大义，

杨立仁毅然搭救“共党要犯”瞿恩……这些人物鲜活立

体，代表了人们在良心和勇气照耀下的思考与选择，在残

酷斗争中闪现出的人性的光芒。

全剧最令人感动的角色，无疑是殉道者瞿恩。他

是导师，又是战士。在黄埔的校园里，他慨然陈词，宣

扬共产主义。在敌人的屠刀前，他视死如归，高唱国际

歌走向刑场。在就义前，他独白道：“我是为了我的理想而去牺牲。也许这个理想

不能实现，但是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理想地前进。我们必须用理想之光照耀这个世

界，世界才能走向光明。”这是何等的壮烈与磊落！在血红的背景下，瞿恩高举右

手牺牲的形象定格在舞台中央，如一面旗帜，召唤着后来者继续前行。正是因为

有一群群如瞿恩这样的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历史的航向才未曾偏离，“人间正道

是沧桑”的深刻主题，由此朗然呈现。

理想，是人间最美丽的风景。穿越百年烟云，当我们回首这段激情燃烧的历

史，许多人的面目、身影早已模糊，然而，他们为理想奋斗而燃烧出的火光，依然照

耀在历史的天空，久久不息，直到今日。

曲艺说唱为人民
——观第十一届中部六省

曲艺展演有感
□ 童孟遥

一曲除弊济民的历史颂歌
——简评赣剧《烛照丹心》

□ 蒋国江

人性光辉的别样呈现
——观南昌采茶戏《兰妹子》

□ 蒋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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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鼓《红霞丹青》

南昌采茶戏《兰妹子》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