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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丛丛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创排的山东梆子现代戏
《古城女人》以其厚重的抗战题材、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唱
做俱佳的表演赢得专家、观众的普遍认可。

剧情跌宕：重温抗战大背景

一座宁静的古城，一个普通的织锦店。日寇的枪声打
破了沉寂，织锦店的女店主陶贞兰为完成一个青年人的
临终托付，答应替他到城隍庙送怀表。一连串的惊险由此
引发……山东梆子《古城女人》悬念迭出、引人入胜。

一开场，剧作者就把人物置于“日寇盘问”的紧张
态势中，陶贞兰的慷慨直率、孟账房的胆怯懦弱、杨树
堂的玩世不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通过一段设计巧妙
的对唱勾勒得十分清晰。接下来的“送怀表”中，编剧
又设计了“藏有情报”“乞丐抢表”“日寇截获”等几
番转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当陶贞兰被抓
捕时，她面对一个“两难”的境遇，一边是与自己见面
的人将惨遭屠戮，一边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如何选
择，摄人心魄。剧作中，故事走向扑朔迷离、人物塑造
层层深入，就连转场的安排、过场的处理都能看出主创
人员的良苦用心。

角度新颖：小人物书写大情怀

以“小人物”为视角，从一个普通女人的思想、情感转
变入手，诠释大爱、大悲、大情和民族大义，正是山东梆子

《古城女人》最夺人眼球的亮色。
该剧以抗日题材为背景，通过织锦店女店主陶贞兰

一家的遭遇，讴歌了一位平凡伟大的古城女人，写出了普
通中国人从无知到觉醒，从漠不关心到成长为一名抗日
战士的心路历程；在突出重点的情况下写了一个群体，情
节饱满、悬念丛生、视角独特、富有新意。

抗战题材的戏不好写，但《古城女人》这个剧让我们
眼前一亮，该剧选取的切入点非常“另类”，不同于以往

“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试想，侵略者凭借快枪利炮都不
能让一个柔弱的普通女人屈服，又怎么可能征服一个具
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正是该剧视角独特所在。

班底整齐：新理念催生好作品

山东梆子《古城女人》，舞台处理空灵、大气，演员表
演细腻流畅，转场衔接行云流水，时代特征和人物特色鲜
明，梆子的艺术特色与剧情走向、人物逻辑圆融得恰到好
处，整台戏班底整齐、唱做俱佳。对此，导演李永志说：“我
们在创作中不搞大制作，场面调度、灯光美术不喧宾夺
主，所有舞台手段均为塑造人物服务。比如，为凸显人物
的情感变化，我们安排了戏曲中常用的对唱、背躬，还特
意安排了‘吹唢呐人’串场，以他的视角带出时代变迁和
苍凉之感，所有舞台处理，力求既不游离于剧情又不脱离
戏曲艺术的本体。”

在沿袭板胡、二胡等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基础上，山
东梆子《古城女人》在配乐、配器上大胆加入大提琴、
中提琴演奏，既保留了梆子腔高亢激越的传统特点，又
加入阴暗低沉的色彩，两者相得益彰，把人物的情感衬
托得恰到好处。为了更好地发挥唱腔特点，该剧作曲高
鼎铸充分发挥不同板式的特点，通过独唱、对唱、轮
唱、伴唱等多种方式，烘托剧中人物或幽怨、或控诉、
或悲伤、或哀泣的情绪，像“人坐家中平添乱”“贞兰
我纵死千回也绝不低头”等唱段皆情绪饱满、一唱三
叹，感人肺腑。

《古城女人》中主人公陶贞兰的扮演者是在《五凤
岭》、《谢瑶环》等剧目中有着出色表演的国家一级演员祝
凤晨。整出戏中，最难把握的是陶贞兰内心情感的变化，

“她的抗争是从‘懵懂’走向‘自觉’的。她不光有民族大
义，还是母亲、女人、女主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情感
层次如果把握不好，整个故事的表现力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排练中，剧组还通过邀请专家看

“裸戏”(即不加舞美、服装修饰)以及“边演、边录、边看、
边改”的办法，及时纠正二度创作中的一些偏差。通过努
力，祝凤晨慢慢摸索到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成功的塑造了
陶贞兰这一艺术形象。

□ 薛若琳

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两千多年来代代
流传。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项羽，为什么会
败在出身低微，一股二流子气的刘邦手中呢？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我认为最基本的有
两条：一是项羽从心底里看不起刘邦，认为刘
邦成不了气候。由于他过于自信导致轻敌，以
致铸成大错。二是项羽出身贵族，他带领的八
千江东子弟中有很多是贵族出身。楚军的领
导权主要掌握在江东贵族手中，各级指挥官
也多由江东贵族担任。像韩信这样出身卑微
的人，即使有才能也得不到重用。没有人才就
丧失了根本，项羽后来基本上成了孤家寡人。
而汉军的三军统帅正是项羽弃而不用的韩
信。楚军大势已失，项羽在乌江边自杀身亡，
结束了四年多来楚汉相争的血雨腥风局面。

济南市京剧院创作演出的京剧《项羽》
(编剧咏之，导演张平，主演孟广禄、李洁
等)，是根据楚汉之争创作的历史剧，故事完
整，矛盾尖锐，人物鲜明，其思想指向发人深
省。该剧深刻地刻画和揭示了项羽的悲剧命
运，概括地说主要有六点。一、失去人心，亦
失去诸侯之心。秦始皇之孙、二世之子子婴，
在楚汉相争的疾风暴雨中，任人摆布，毫无
实权，只是个象征和摆设，项羽意气用事，杀
了子婴，尽失秦人之心。又杀义帝楚怀王，失
去了十八路诸侯的人心，而且这些诸侯还以
项羽“弑君”为口实借机反叛，使形势更加复
杂。二、高傲自信，不听范增一再劝戒忠告。

“鸿门宴”不杀刘邦(剧中交代)；大肆焚烧阿
房宫，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分封诸侯，这
些诸侯王在领地各行其事，并不听项羽的指
挥，例如韩王成私通刘邦，反而给刘邦提供
了做大的机会。三、贵族思维，使他对上层宽
仁，对百姓残暴。项羽在两军阵前，刘邦坚守
不出战，以消磨楚军锐气，范增劝他杀死刘
邦的父妻，以激其出战。但项羽认为杀刘邦
老父妻子，“恐污我声名”，因此罢手。然而，
在项羽攻破齐国后，竟坑杀齐国降卒，并将
齐国老弱妇女流放北海，任其“自生自灭”。
战争说来说去是争夺人心，项羽打输了。四、

人才流失严重。韩信、张良先后投奔刘邦，项
羽违背了“人不能为我所用，必使不为人所
用”的原则。假如张良和韩信得到项羽的重
用，再加上范增，刘邦何愁不灭？当然，历史
没有“假如”。五、刘邦帮助项羽犯错误。刘邦
不杀子婴，“尽得秦人拥戴”，而刘邦把子婴
的生死推给项羽，项羽竟杀之；项羽火烧阿
房宫，范增痛心疾首，刘邦却叫好：“上将军
英明！”由此两项，秦人憎恨项羽。六、虞姬帮
助项羽犯错误：虞姬很善良，她是一个和平
主义者，反对战争，主张与刘邦议和，使项羽
再次失去打败刘邦的机会。于是，范增痛斥
项羽“竖子不可为谋”！愤然离去，使项羽成
了孤家寡人。

我观此戏有几个特点：一、楚汉相争中
项羽的失败，主要是他战略上的屡犯错误，
而不是着眼于刘邦的谋划对项羽造成的打
击，乃是祸起于自身，这样就较为深刻地揭
示了项羽的悲剧成因。二、过去这类题材的
剧目中，虞姬是个善良多情的女子，并不过
问政治，而本剧则表现了她直接参与“政
事”，造成项羽错失击败刘邦的良机。三、项
羽很想回江东，但需在大功告成之后衣锦还
乡。范增在乌江边劝他重回江东召集人马以
待东山再起，但项羽率领的江东八千子弟

“俱已丧尽”，他孤身一人“无颜见江东父
老”，范增再三哀求项羽，项羽亦哀求范增：

“你成全了我吧！”项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

自刎前发出：“此乃天亡我楚，非项羽不能战
也”的呼喊，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到死也不
明白他败亡的真正原因。四、本剧保留了梅
派传统京剧《霸王别姬》一折，因为这个单出
戏实在精彩而深入人心，不会造成观众审美
心理的失落和不满足，而保留下来又与历史
无矛盾，反而增强了英雄末路的氛围。五、孟
广禄饰演的项羽稳重、内敛，符合大英雄的
气概。李洁饰演的虞姬情感突出，尤其与霸
王生死离别前的“舞剑”更是精彩。

总之，京剧《项羽》是一出以严肃态度创
作的历史剧，项羽所犯错误的教训，对今天
仍有很多警示作用。他的处变不惊的气魄，
也值得今天借鉴。

◆编者按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使山东的舞台艺术创作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从省委、省政府到全省各市对舞舞台艺术创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全省舞台艺术创作呈现良好势头，创作推出了一大
批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富有齐鲁气派的文艺精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剧节目和艺术人才，全省舞台艺术创作作生产取得了新成就。两年多来，山东为迎接十艺节新创作剧目60余台，其中有15台重点推荐剧目入
选参加十艺节第十四届文华奖评比展演。这些剧目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代表了当今山东舞台艺术创作的最最高水平，两年多来，这些剧目在省内外演出获得广泛好评，很多观众和专家们认为，目前山东的舞
台艺术是历史上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山东的舞台艺术创作正在扎扎实实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斯人已去 豪气犹存
——— 读京剧《项羽》

□ 诚言

认准的道路朝前走，
曾经的承诺记心里。
只要能为老百姓谋利益，
刀山火海冲过去！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根基。

浑厚的伴唱声，精彩的舞台呈现，动人的
感人场面，深刻的精神内涵———《百姓书记》
这出新创作的现代吕剧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
的印象。这是少有的把政治宣传题材做成艺
术精品的好剧目。自从2011年山东省吕剧院带

着这出戏来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
党90周年——— 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到
现在，这出戏历经三次大的修改，在100多场的
演出中日臻成熟，并成为“十艺节”开幕式演
出剧目，这足以看出山东省吕剧院全体演职
员的努力拼搏精神、艺术追求，为社会、为人
民奉献好的精品力作的社会责任感。

大型现代戏《百姓书记》，以山东寿光县
委书记王伯祥的创业历程为素材,塑造了一
个大胆改革、敢于“突围”，为民造福的领导
干部形象。改革开放初期，新上任的县委书
记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改变寿光落后贫穷
面貌的施政方案。为了消除群众的担心，取
得大家的信任，他甚至不惜拿爹娘做赌注。

他始终坚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爹娘的事情
来办”的赤子情怀，不惧政治风险，带领全县
人民开发蔬菜市场、发展日光大棚、开发寿
北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把广大人民群众带
上了富裕之路。全剧艺术地展现了寿光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面对改革大潮、艰苦创业、走
向富裕的奋斗历程。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
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改革开放
初期的县委书记的鲜活形象。这出戏，把当
今社会中倡导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水乳交融
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百余场的演出
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好评。为
当下的党员教育树立了真实的典范，实为一
出不可多得的好戏。

在文本上，该剧作者杨林以深厚的生活
积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提炼
了人物原型的动人事迹，着力把一个把人民
群众利益看得比爹娘还重的好干部写得生
动鲜活，接地气。突出了该剧的人民性、草根
性和艺术性。把一个时代的宣传品，写成了
高水平的艺术品。既突出了忠于党、热爱人
民的主题，又讴歌了寿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从看剧本的热泪盈眶
到看戏的老泪纵横，我看出了李利宏导演在
二度创作上的独特追求，力求强化观赏性与
吕剧的独特风格、艺术魅力。在王百祥与带
领大伙反对拆棚扩建的九伯斗智一场戏中，
从演出群体夸张、变型的大场面表演中，王
百祥通过睿智的周旋让老百姓信服了他的
英明举措，在他把老百姓的事当成爹娘的事
来办的真诚感化下，征服了九伯，赢得了广
大百姓的信赖。导演在众多场面的处理方面
匠心独运、追求精致，既有老友重逢之温馨，
又有意料之外之惊喜，成为李利宏导演又一
力作。这出戏的音乐，在三次大的修改中越
来越突出吕剧的原汁原味，著名吕剧音乐作
曲栾胜利老师等人，把传统的吕剧音乐和现
代的乐队配器结合得十分巧妙，让我们在亲
切的吕韵乡情中享受了优美的唱腔和心灵
的愉悦。

为了保证“十艺节”开幕式演出剧目的
高质量，剧院多次邀请了全国一流专家反复
论证修改，并聘请了一线拔尖人才作为主创
人员。在全省范围内选拔了两组演员、集中
了全院的精兵强将，日夜兼程排戏、磨戏，力
求精益求精。这种聚集精英，力求打造精品
力作的决心和举措，已是山东吕剧院多年来
走过的成功之路。《百姓书记》以鲜明的时代
质感，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涵，极
具观赏性的艺术呈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爱民、执政为民、执政惠民的崇高使命。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百
姓书记——— 王百祥，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树
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这是一出充分发挥戏
曲艺术寓教于乐独特功能的难得的好戏，我
发自内心地赞美她，祝愿她越演越好、越演
越多，演遍全中国。

执政为民的赞歌
——— 吕剧《百姓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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