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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简

话剧《严复》通过严复、李鸿章、林旭等人物人
生中的几个侧面、片段，生动展示了在晚清中国社会
大变动时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痛苦反思与
对社会变革的殷切期盼，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毕生
心血，甚至是流血捐躯。而“后胜于今”的一贯观
点，更是说明了严复对中国未来的积极乐观与希望。

文章标题源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刘彦君女士，在看完山东省话剧院“十艺节”参演剧
目《严复》座谈讨论开场后说的一句话。刘彦君具体
谈的是《严复》的第七场表演，认为这场戏的构架、
戏剧冲突、人物特定情境中性格的塑造、语言对话都
十分精彩。谈到严复的饰演者、青年演员张林的表
演，她说“这么年轻，很不简单”；说到老戏骨柳玉
林所扮演的李鸿章，她用上了“魅力”二字。

作为清末一个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
教育家，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
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严复所经历的时代可谓是风
云波涛，惊雷闪电。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洋务运
动，戊戌变法，袁世凯称帝，中华民国成立……这一系
列历史事件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然而作为知识分子
的严复，尽管随着岁月的变迁在职务上变来变去，其个
人的命运和经历却并不具备很强的“戏剧性”。要把他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安置在戏剧舞台上时，其戏剧元素
就远远不足了。这对话剧《严复》的创作者们来说，是一
道关乎成败、很难逾越的屏障。

不过《严复》的创作者们是聪明的，他们用严
复、李鸿章、贾吴官三个男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性格、
思想、心态与行为展现冲突，构架成了这出戏的主要
冲突元素。再加上严夫人、艾米莉、郑鲁强、苦妹
子、林旭等各阶层人物的交相映衬，让本来可能枯燥
无味的三个男人戏变得风生水起，波澜有致。而严复
与代表着“世俗大多数”人物的贾吴官和晚清政权最
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展示及思想性
格冲撞，通达明晰，淋漓尽致。尤为可贵的是：编创
者们尽管曲尽笔墨描述刻画了三个人之间在思想理
念、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但却用一个隐形的大理
念，把他们从灵魂上、骨血中交织到了一起——— 即贾
吴官对李鸿章所说的“这一派那一派，归根结底都是
‘为中国好派’”。但沉浮宦海的直隶总督大人李鸿
章当然比严复和贾吴官看得更深远，因为他明白：
“为中国好，不一定就是为朝廷好。”其洞察政治、
人世、社会的目光老辣通透，让人听后为之一颤。

支撑起这部戏的三个主要人物严复、李鸿章、贾
吴官的演员表演应该说是非常称职的。张林所扮演的
严复，由出场时年轻气盛所导致的清孤自傲和桀骜不
驯，至不得志而沉沦，成为“瘾君子”；从抱有“报
国”情怀的青年才俊到逐渐成为通达世事人生的哲
人，其心理路程和戏剧动作行为线脉展示得非常清
晰，且赋予了其鲜明的个性、血肉，可信，可爱，可
敬；而颜勤所饰演的贾吴官，则把晚清官场中的一个
良知并没有泯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奴颜
婢膝、但却狡黠通达的性格，刻画得非常传神，从而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颇获好评。

更为出彩的是省话剧院院长柳玉林所饰演的李鸿
章。《严复》一剧，就剧本所提供的基础而言，人物
性格最丰满、个性色彩最具特征的是李鸿章。柳玉林
以其深厚的表演功底和体察人物内心的能力，把一代
名臣的霸道、孤傲，独特的识人目光，对不同意见、
观点的宽容和理解博纳，对晚清岌岌可危情势的无奈
与“救国”无望的悲怆和作为一个大清朝的既得利益
者，对朝廷难舍的真挚情感，演绎得酣畅淋漓，赢得
了人们的共鸣和一致赞赏。被专家们誉为“中国戏
剧、影视中从未见过的一个李鸿章”。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很好地起到了烘托剧情的
作用，可圈可点。而导演吴晓江，更是以其卓越的掌
控能力和对剧情、剧中人物个性的准确把握，将该剧
演绎得风生水起。且赋予其写意形式，使该剧平添出
一抹浪漫的色彩，别有一番韵致，耐品，令人寻味。

话剧《严复》是一出有品质、有魅力的戏，选材角度
与人物展示的不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品位。而严复
作为一个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形
象，无疑是给戏剧画廊又增添了一幅有血有肉有性情
的人物肖像。而剧中独特的李鸿章，也必将成为这个戏
剧人物群体中的一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 朱军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描摹述说了泉
城济南一个老街巷院落里居住着的几户人
家，由于旧城拆迁勾起的纠结、争执、喧
闹。而这一切最终一统归于相互的留恋、
惜别……剧情使观众深深沉浸在平凡的美
好中，感动于故事的真情，时而畅快欢
笑，时而热泪盈眶。

老巷里养出的执着，

泉水里浸出的友善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塑造了这样的
一群人：独特的、典型的、可信的、新鲜
的、来自当下生活的一群普通市民。

随着泉水博物馆的开工，大杂院拆迁
在即，一直在泉邻巷1号院住着的人们忙着
张罗搬新家的事。泉大娘珍藏40多年的柜
子被儿子小生和女儿大丽当作破烂卖掉
了，而这个柜子里装满了泉大娘一生的酸
甜苦辣、悲欢爱怒，泉大娘着急上火一下
子病倒了，一院子的人都急着帮忙去找医
生。因为丢失和寻找柜子，泉大娘与泉大
爷、大聪之间心心相印的不了情缘、泉大
娘儿女的身世被逐一揭开。房子面临拆
迁，可是能分给儿女的拆迁房只有一套，
泉大娘犯了难。儿子小生知道了姐姐大丽
是捡来的之后，找泉大娘理论，劝母亲不
能糊涂，认为房子得给亲生的，逼得泉大
娘说出了他也不是亲生的。泉大娘一生勤
劳，靠在街头卖花生仁，无怨无悔地养活
了一对儿女，亲情和恩情让争抢房子的一
对儿女无地自容，也让观众潸然泪下。

泉大爷一生一直守护着院子里的那眼

泉，每天关切着泉水的涨落，也守护在泉
大娘身边。眼看当年为泉大娘打的出嫁的
柜子没有找回的希望，为了安慰泉大娘，
连夜又打了个一模一样的新柜子。泉大娘
深知泉大爷的心意，她感慨地说：“我这
一辈子欠你的。”泉大爷回答说：“我这
一辈子该你的。”让观众不禁唏嘘动容。

大聪叔患了老年痴呆症，时而糊涂时而
清醒，看泉大娘因柜子生病，他自己就跑出
去满大街找柜子，让满院子的人为他担心，
找柜子的同时又急火火地去找他。柜子还真
的被他找回来了，惊呆了一院子的人……

剧中塑造的这一群人有生活的向往，努
力地工作，积极地讨生活，宛如生活在我们

身边的“熟人”，带着我们共有的生活和感
受、欢乐和苦闷、挣扎和梦想。通过他们捕捉
了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展示了普通人追求善
良、诚信、相扶、相助的美好道德情操，融进
了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

邻家里走出的主创，

肺腑里写出的亲情

艺术创作是一个贯穿着情感体验的灵
性活动，离不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深刻
的思想、理性的思考，离不开生活的记
忆、敏锐的感觉、形象的联想、创造性的
想像，更离不开艺术家对技巧的娴熟运用

和灵感的迸发。一个真实感人的作品里，
一定驻留着艺术家一颗火热的心和一颗睿
智的头脑。方言话剧《泉城人家》正是调
动了埋在作者心灵深处的生活感受和情绪
记忆，并灌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凝聚而
成。《泉城人家》到社区演出时，观众感觉
那就是演他们自己的戏，这个戏给了他们太
多的记忆和感动。《泉城人家》演出时，编剧
王宏悄然坐在观众席里，倾听着老济南观众
的议论和笑声，感受着他们的激动。王宏说：
很欣慰他们不是当戏看，而是当真事看。《泉
城人家》算是他给了自己心中的老济南交了
一个溢满情谊的答卷。

剧中使用的贴近日常生活形态的济南
方言也成了亲切感人的代码。“木乱、半青、
真赛、毛哥、秫米、演道”等朴实敦厚的济南
方言包装了一个个包袱，借助济南市曲艺团
的曲艺演员们擅长的相声艺术三翻四斗、正
反话等技巧，对白妙语迭出，机智诙谐，时时
产生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令现场观众倍感
亲切而忍俊不禁。导演胡宗琪说，给济南市
曲艺团排这个戏，现在想来也是个新鲜事，
是“将原本灵活生动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曲艺
表演模式置于戏剧严格的规定情境之中，让
我们的舞台上呈现出了一片另类的花朵”。
为了让曲艺演员们的表演方式、表演技巧更
严谨、更符合舞台剧要求，导演割舍了很多
有意思的“包袱”，力求在保持舞台剧本体要
求的基础上，不丢失曲艺演员的独特技能。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透过生活气息
表现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真挚的、朴素的情
感，这种情感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又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透过平凡生活挖掘出人生
的美好意义，传递了生活的热情和温情，
因此必将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

□ 止水

作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聊
斋故事近几年成为表演界的大热门。山东省
杂技团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是首次
将聊斋故事搬上杂技舞台,讲述痴书生与狐
仙凄美的爱情故事:书生与狐仙相恋却受到
蛇妖的阻挠,判官徇私枉法害死书生,狐仙用
自己的灵丹救回书生,最终香消玉殒。

杂技剧《聊斋遗梦》在情节的曲折性上
也下足了工夫，采用了闪回、倒叙等手法，对
男女主人公与邪恶势力斗争，以及对爱情的
执着、生死离别时刻的追忆等进行了反复
的、梦幻似的展现，颠覆了传统杂技的语言
系统。虽然没有语言，没有唱腔，仅靠肢体动
作表现情节发展，但却充分表现了人性美，
乃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奉献精神，使观
众在感动中精神得以升华。

《聊斋志异》是我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
璀璨瑰丽的明珠。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
梦》的定位将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杂技剧，是
截取了《聊斋志异》中《婴宁》、《辛十三娘》、

《书痴》等故事素材，凝练出的一部可歌可泣
的爱情绝唱。该剧目聘请了国内著名的编
剧：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冯双
白和实力派编导张弋、刘小荷以及强大的主
创团队，以传承非物质文化为己任，以当代
的创作理念、高科技的技术手段，以杂技
舞蹈化的表现形式对《聊斋志异》的诠
释。《聊斋遗梦》的创作理念求新求变，
不仅保留了其独特地域特色和杂技艺术元
素，更是依据国际演艺市场的需求，遵循

国际演艺界所推崇的梦幻主义的艺术风格
为经，以《聊斋志异》中凄美的爱情故事
为纬，以杂技艺术为主体，锻造出一部具
有中国艺术特色同时符合国际艺术审美标
准的精品力作，以增强该剧在国内国际平
台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实现从国内走向国
际品牌，打造成为国内国际演出市场的知
名品牌。作为一部魔幻杂技剧 ,杂技仍是
《聊斋遗梦》的主体,在杂技技术方面,山东
省杂技团有深厚的杂技文化底蕴，其演员
队伍齐整，演出力量雄厚，青少年演员成
为当今舞台的中坚。全国三获世界杂技最
高奖“金小丑”奖的杂技团只有两家,山东省
杂技团便是其中一家。有许多高难杂技在这
部剧里出现, 很多都是世界顶尖水准，获得
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上过央视春晚
的省杂传统强项“蹬人”,获得过青少年最高
奖项“金K”奖的“蹬鼓”，加以创作革新，出现
在该剧最高潮欢快的氛围中。

杂技剧《聊斋遗梦》是古老杂技艺术在
新时代的创新与尝试，他扩大了杂技的内
涵，融合借鉴了更多优秀的艺术形式，使之
更具综合性、可看性，表现力更为丰富，不再
是单纯的耍把式、玩手艺，而是以呈现艺术
色彩、赋予情节，让杂技像戏剧一样有韵味。

《聊斋遗梦》还打造了全新的立体化舞台，是
中国古典美学特征呈现其中，扩大了杂技
的表现空间。舞台设计、灯光都是随《聊
斋遗梦》里的故事情节展开让观众入场先
入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聊斋遗梦》
的审美情境中。该剧邀请了新版电视剧
《红楼梦》作曲郭思达、杜微担纲编曲工

作，在乐曲的选材上，借鉴了《聊斋志异》
诞生地俚曲的许多元素，营造了原汁原味的
聊斋氛围。杂技成为剧的另一个表现是艺术
舞蹈化,《聊斋遗梦》将杂技融入剧情、融入舞
蹈。高超的演技、美轮美奂的舞台设计随着
演员的仙袂飘举依次展开，惊艳的色彩和浪
漫的格调把观众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美
妙境界，中国古典小说的玄幻元素被糅合了
舞蹈基因的杂技艺术和现代声光电技术展
示得淋漓尽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聊斋遗梦》取

材于古，喻文于今，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
故事。剧中塑造了狐仙的美丽善良、知恩图
报、对爱情不惜以命相换的执着追求，彰显
出中国女性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同时赞扬了
书生仗义有为的侠义精神，身经磨难对狐仙
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虽然是人
与狐的相恋相爱，但因为美丽狐仙对爱情的
至死不渝而让整个剧目得到了升华，让人唏
嘘感叹，潸然泪下。通过人与狐的爱情故事，
最终强调渲染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

□ 田园

由济宁市演艺集团上演的大型山东梆
子《圣水河的月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大幕开启，映入眼帘的是一场场发生在农村
改革之后凸现的真实故事。生活气息扑面而

来，跌宕剧情动人心扉，人物命运令人感叹。
全剧围绕老耿一家现今的变革过程展开戏
剧冲突，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
栩如生。通过老耿中年所遭遇的被动和主动
的人生转折，将几位农村女性勤劳、善良、淳
朴的本质展现开来，把她们的爱心坦陈在阳

光下、风雨里，让人观看，让人怜悯，让人感
悟。

老耿的丈夫忠义在外开了小公司，带情
人回家过年，老耿发现了丈夫的外遇不啻五
雷轰顶，但她没有激烈抗争，她意识到鱼死
网破不如临渊慕鱼，退出旋涡之外，安排自
己的日子。整天围绕锅台转，儿女家务做不
完，麻木的生活磨消了她年轻时的理想和形
象，如今一切结束了，重新开始没有男人的
生活。如果说忠义的离去是她命运的被动转
折，复苏的青春活力上山创业是她主动改变
命运的开始。命运的变化神鬼难测，忠义与
刘云重新组织家庭后事业兴旺，然而忠义却
在一次事故后受伤，失忆瘫痪。为了公司的
运作和发展，刘云将忠义送回老家养伤。老
耿的事业红火正盛，面对昔日的丈夫百感交
集，爱心复萌压倒了愤懑，以当年的温柔伺
候忠义治疗，唤醒了难以割舍的情分，恩怨
分解在她不弃的爱心里。

刘云是个大学生，现代女性的不羁和追
求促使她任意攫取幸福，她选择了事业小有
成就的老乡忠义，认为他们的爱情能够给双
方插上事业腾飞的翅膀。她以“唯爱”为理由
真挚地投入到感情矛盾的旋涡里夺得了男
人，全心全意地去爱他直至完全拥有他。刘
云的出现不像社会上为了金钱或某种生活

的需要而去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她能够
给忠义的“快车”安上现代化的“发动机”使
他跑得更快，而老耿不能。也正是这样，忠义
有了刘云更是生机勃发，公司飞速发展，村
民有了依靠和希望。但“快车”出了故障，忠
义成了没有意识的病人。刘云的命运又遭遇
极大的挫折，但感情的河流却没有出现曲
折。爱还是忠贞的，生活更是艰难的。她的丈
夫被他的前妻接去疗养，她为老耿的大爱所
感动，甜蜜酸涩苦辣的情感使刘云成熟了，
圣水河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

剧中的另一个女人是婆婆。老人从古老
的山村小路走来，眼前的景变改变不了内心
的初始情结，她不能接受儿子对媳妇的背
叛，不能容忍其他女人来勾引儿子，大加指
责和干涉。然而巨变的到来是时代使然。儿
子离去了，她以疼爱的心去温暖受到伤害的
媳妇，不向骨肉向弱女，她体现着中国女人
传统的美德，是另一种香醇品味的爱，爱心
绵绵。

这部大戏塑造了三位中国农村女人，老
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改革浪潮风起云涌
的今天，她们以各自不同的形象跋涉着甜蜜
又苦涩的命运之旅，每时每刻都在展示着生
命的活力，行为的张力，思想的动力。而溢于
形象之外的，是她们澎湃如海的无尽爱心。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里的“一片生活”

开拓新的艺术审美空间
——— 看杂技剧《聊斋遗梦》

女人有爱 爱心如海
——— 评大型现代戏曲《圣水河的月亮》

什么是“文华奖”
“文华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舞台艺术政府奖。

文华奖的评奖对象包括戏曲、话剧、歌剧、音乐剧、舞
剧、儿童剧及有整体构思、非组团组台的大型歌舞、乐
舞、杂技、曲艺、木偶、皮影剧目等。文华奖设文华大奖、
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单项奖。文华单项奖包括文华剧
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编导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
舞台美术奖、文华表演奖六个奖项。

艺品、人品
与魅力

——— 话剧《严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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