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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吕剧《回家》的创作于2009年年底启动。最初的灵
感，来源于当年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放的讲述高秉涵事迹
的电视片《叶落归根》。

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介绍说，当时自己还担任
省吕剧院院长，看过电视片后，感觉这是个好题材，2009
年5月，邀请全国著名编剧刘桂成和作曲家栾胜利两位专
家，专程到台湾采访高秉涵。“在与人物交流的过程中，
两位专家均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段雨强说，
“年底，《海峡》（《回家》原名）创作出了剧本。在北
京举行的剧本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这个题材非常认可，剧
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了参
加剧本讨论的专家。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也提出了一
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和修改意见。”

《回家》比较客观地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党人
物形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省吕剧院排演《回家》也听
到了一些质疑声音。2010年，《回家》正式走进排演场。
不过，排了五场戏，流了两个月的汗和泪，当快接近尾声
时，饰演函子的演员出车祸骨折了。恰好在这个时候，省
吕剧院又需要承担其他排练任务，《回家》排演暂时搁
浅。

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省吕剧院排演
的现代戏《百姓书记》大获成功，一举夺得“文华大
奖”。与此同时，省吕剧院已经开始谋划推出新的重头剧
目。《回家》剧本又回到视野。2013年2月19日，央视举
办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礼，高秉涵上台领
奖。当时的颁奖词写道：“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
书，一张船票，一生的相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
故乡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
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这一
刻，高秉涵的事迹，感动了海峡两岸千千万万中国人。

省吕剧院的创作激情再次被点燃。这时候又出了点小
小的意外，当《回家》初步打造成型，饰演函子的演员又
一次因病住院了。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说，“由于每个角
色都配备了两组演员，排演工作并没受到影响，《回家》
没有停下走上舞台的脚步。”

2014年3月，吕剧《回家》首次走上泉城舞台，受到
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同年5月份，该剧参加了文化
部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方片)优秀剧目展
演”，作为山东唯一入选剧目，该剧受到广泛肯定，高秉
涵先生也亲自从台湾飞到北京观看了演出。11月份，《回
家》入选了首届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目创作资助项
目。今年1月9日，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在百花剧院再次观看
了《回家》，中国戏曲学会向山东省吕剧院的《回家》颁
发了“中国戏曲学会奖”。

自确定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来，省吕剧院通过
召开专家研讨会、收集信息、梳理建议等方式，广泛征求
专家、主创团队、观众等各方面意见，对吕剧《回家》进
行了重大加工修改提高。经过全体演职人员的辛勤付出，
4月11日晚，《回家》再一次亮相百花剧院的舞台，这也
是一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汇报演出和专家验收演
出。这次演出，再一次深深打动了观众，包括那些看过好
几遍的观众，仍然止不住好多次潸然泪下。

导演卢昂表示，这次演出在情节和细节上，进行了多
处修改，整体艺术效果又有了很大提升，剧情推进更加合
理流畅，矛盾冲突也更加集中，“大家都了解，我是一个
喜欢改戏的导演。这次演出后，我认真听取了专家和观众
们的意见，有很多见解很独到也很有价值。我们主创团队
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把这台
戏打造得越来越精致。”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山东演艺集团
旗下山东省吕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现代吕剧

《回家》，4月11日晚在济南百花剧院成功演
出。这是该剧入选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进行重大加工修改后的首演，同时国
家艺术基金专家通过这场演出对剧目进行整
体评估验收。

4月12日，省吕剧院邀请国家艺术基金相
关专家，紧锣密鼓地再次为《回家》举办专家
研讨会，就进一步提高这台戏的艺术创作水
平进行深入交流、探讨。据介绍，吕剧《回家》
将吸收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打磨，随后
在省内省外展开巡演。

情节推进更加合理流畅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教授卢昂担
任《回家》导演。他介绍说，相比第一轮的演
出，《回家》进行了几处修改，“从观众和专家
们的评价看，效果很好。总体而言，经过精心
修改，故事结构更加均衡，情节推进更加合理
流畅，人物刻画得更加生动丰满。”

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把故事放在抗日
战争的大背景下讲起。这处修改也获得一致
认可。卢昂表示，“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为叙
述故事提供了一个客观立场，由此进一步理
顺了人物与情节间的逻辑关系。这样一修改，

‘回家’的主题更加清晰，并获得进一步深化，
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的演进也能够专注于
故事本身。”

在原来版本中，后半场，有一段老兵拜托
男主角函子送骨灰返乡的戏，函子有一段唱。
这次演出，改成函子主动表达要送士兵骨灰
回家。卢昂认为，原来的那段唱，缺乏冲击力，
改动后的唱段，情感表达更加饱满有力，“更
符合人物热情侠义的性格，同时，人物对家乡
故土那种深深眷恋之情，也能够非常连贯地
传递出来。”

剧中，还有一个重要情节。因为想家，士
兵山根在值勤时，冒险渡海希望游回大陆，然
而因为海水回流，又被冲回台湾，从而被军事
法庭判死处刑。执行死刑任务的恰恰是山根
失散多年的父亲葛镇山。原版中，葛镇山对儿
子求生之请冷漠置之，颇有些不近人情。新版

本中，为葛镇山加了一段唱词，这段唱词显
示，葛镇山只是一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加
了这段唱词，说明并非父亲狠心而是军令难
违，更符合常理。后边，葛镇山再出场时，变成
半疯半清醒的形象，这样一种设计也是为了
表达人物的爱子之情和丧子之痛。”

主题表达更有意境诗意

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徐培成自称
已经看了7遍，每次都有新收获。“去年《回家》
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的时候，人气爆棚，结束
后很长时间，观众还没从剧情中走出来，久久
站在那里，激动地喊着‘回家好’。那情景记忆
犹新。”

他认为，新版《回家》，在剧情的合理性、
舞台美术设计、音乐唱腔表达、演员的表演磨
合等方面，都有了崭新提升。“这台戏表达出
强烈的家国情怀，充满了对家乡、对祖国的热
爱。在大主题下，对人物情感的表达也非常充
分，而且非常巧妙，父子情、夫妻情、母子情、
姐弟情、战友情交织在一起，既不雷同，又各
有特色，而且都特别感动人。”

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郦国义
说，这是一台让人掉泪的戏，题材选得好，故
事编织得也好，“里面至少有三条情节线平行
推进，其实每一条线都可以单独成戏，这也足
见这台戏结构之复杂，难度之高。从演出来
看，剧情穿插很巧妙，环环相扣，又繁而不乱。
音乐感觉很美，很平和。演员演唱也很见功
底，很有穿透力。”

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陈鹏则认为，新
版《回家》的演出效果之好，大大超出预料，这
也说明修改是非常成功的，“首先是主题进一
步升华，思想深度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在
时光的变迁中给人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同时，
实现了两个强化，一是在增强叙事的基础上，
强化了意境，二是在强化矛盾的前提下，凸显

了诗意。”
专家们也表示，从这场演出来看，有的演

员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相互之间的配合也
需要进一步磨合，把这一类细节问题解决好
了，整台戏将会更加精致、精美。

福万，催人泪下的“情感符号”

看过《回家》，除了情节感人，还有两个特
别的“主角”，让每位观众印象深刻。其中之
一，是村头的那棵皂角树，可以看作是让游子
心系故乡的“精神符号”。另一个“主角”则是

“福万”，可称作是人物表达感情的“情感符
号”。这两个特别的“主角”，事实上也是推动
整个故事发展的核心元素。

“福万”，看上去像个荷包，是山东菏泽民
间流传的女性编制的小饰物，一般用草条或
者丝线当材料，编成各种各样的花纹，非常精
美。女性往往从童年时期开始编织福万，长大
后送给钟爱的男子，作为爱情信物或结婚时
的佩饰，寓意着幸福美好的婚姻生活。《回家》
中，这一具有浓郁地域和风俗特点的小物件，
串联起了函子和芥兰、叶子和山根深情的苦
恋，串起了海峡两岸浓浓的乡愁。

戏中，有一个巨大的催泪点，正是由
“福万”来完成。芥兰苦苦等着函子，在家
一直默默地为他编织着福万，相信他能活着
回来。历尽波折，50年后，当函子突然出现
在芥兰面前时，她震惊、激动，一句话都说
不出来，忽然转过身去，把房中的那个大柜
子打开。拉开两扇柜子门的瞬间，几十年编
织的数不清的“福万”倾泄而出，流淌了一
地。这更像是人物情感的尽情宣泄与奔流。
这也是剧情发展的一个高潮，观众此时几乎
也都是泪流满面。

专家们认为，剧情发展到这里，给人强烈
的震撼，但福万从柜中流淌的时间还嫌稍短，
如果在喷涌而出后，还能缓缓流淌一小会儿，

对情感的刺激可能会更加强烈，艺术效果会
更突出。另外，福万这一元素可以通过舞美等
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能够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也能强化这一“情感符号”的艺术穿
透力。

■相关链接

《回家》简介
省吕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现代吕剧《回

家》，根据高秉涵先生“义薄云天”的动人壮
举改编创作，艺术地展现了颠沛流离的游子
们“回家”的心路历程。抗战期间，山东菏
泽籍青年函子在娶亲当日，不幸与妻弟山根
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几经辗转来到台湾。
由于归家无望，战友们拜托函子将其骨灰送
回故乡安葬。函子毅然承诺，不辱使命，几
经周折，终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终于
与日思夜梦的结发妻子重逢……并年复一年
捧归战友灵尘回乡安葬，完成了五十年的夙
愿。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菏泽县的一个小村
庄。13岁离家，从此母子再未相见。到台湾最
初的那十几年，因为想家，最怕过年，每个大
年初一，天不亮会一个人爬到山上去，对着大
陆方向痛哭一场，大声喊着，“娘……娘……
我想你……”当时，因为想家，有个台湾士兵
值勤时，想从金门海峡游泳回到对岸厦门的
家，但因海水回流，又被冲回台湾，被军法处
死。这位士兵临刑前的一个心愿，就是让高秉
涵将来把他的骨灰送回厦门。一诺千金，高秉
涵记在心里。从1991年开始，高秉涵无数次奔
波于海峡两岸，义务护送100多位台湾老兵的
骨灰回大陆安葬，使其魂归故里，圆梦“回
家”。高秉涵的义举，使他当选2012年度“感动
中国人物”。

现代吕剧《回家》在济南百花剧院成功演出

一段慷慨悲歌的深沉“乡愁”

□ 冯芝姣

山东省吕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现代吕剧
《回家》，用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剧情演
绎、诠释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般
的悲怆情怀，将人之常情中对母亲的依恋，
对妻子的爱恋和对故土的眷恋，成功地酝酿
为一杯醇厚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意识。而台湾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那首凄婉哀伤的《乡
愁》与本剧所饱含的“拳拳赤子心，浓浓故
乡情”可谓一脉相承，异口同韵，结合此诗
来品读本剧，可谓相得益彰。

母子亲情——— 山根与娘亲。“乡愁是一
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借用这句诗来揣摩剧中思乡心切的山根与望
眼欲穿的娘亲隔空相望、日思夜盼的心绪真
是恰如其分。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
满头白发的山根娘，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
年在村头皂角树下呼喊远在海峡对岸的儿子
回家。而身为国民党军人的山根因为想娘心
切而冒死偷渡，却不幸被捕，处以极刑。临
刑前，万念俱灰的山根将积攒于心底的对于
家乡与娘亲的思念牵挂之情如万箭穿心般瞬

间泉涌心头，他朝天大吼一声：“娘，山根
回家了……”这一声情绪的宣泄，承载了山
根多年未尽的心愿，回天乏力的无奈，不能
为娘亲尽孝的遗恨。吼声中的无助、心酸与
叶落归根的渴望全部爆发出来！山根临死前
的这一吼，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家，是每
个人心底扎下的根，哪怕远渡重洋，相隔万
水千山，家的牵绊，娘的身影，都已经深深
地熔铸在自己灵魂中，流淌在自己的血液
中，母子情深，故土难离，但在生离死别的
时刻，黯淡了所有的磨难，迸发出耀眼夺目
的人性光辉。

忠贞爱情——— 函子与芥兰。“乡愁是一
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在本剧中，一枚情真意浓的“福万”承载了
函子与芥兰哀哀欲绝的誓海盟山。原本一
对欢天喜地的新婚夫妻，拜过天地之后却
要马上面临着残忍的诀别，这无异于刑场
上的婚礼，葬送了他们有始无终的爱情。
“悲莫悲兮生别离”，再悲伤也莫过于爱
人之间活生生的分离。50年的海角天涯与
翘首企盼，让白首不渝的芥兰在年复一年
的失望与痛苦中煎熬得几乎灯枯油尽。但
她依然守望着当年布置的“洞房”，即使
身患偏瘫也坚持用麦秆掐编寓意爱情与幸
福的“福万”，将无限的牵挂与苦楚不停
地编织，藏进柜厨。而分离时，函子留给芥
兰的那句“芥兰，等着我”，像一粒种子深
深地扎进芥兰的心中，生根发芽，结满了一

树的思念与牵挂。当这棵“思念之树”行将
枯萎时，函子突然站到了她的面前，这个满
头白发的“新娘”竟无语凝噎，瞬间惊耳骇
目，愁肠百绪齐涌心头，不知道该如何倾
诉，挣扎着用颤抖的双手拉开了柜橱的两扇
“心门”……，等芥兰想把这辈子的苦苦等
待化作整柜的“福万”捧给函子时，却一头
栽倒在地，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中猝然离去。
这似乎是一曲被岁月尘封半个世纪的爱情悲
歌，当柜橱中的“福万”如瀑布般倾泻而
下，时空几乎凝滞的时候，瞬间奏响，惊神
泣鬼，感天动地，正所谓“守候五十年，相
逢一瞬间”。

愁苦乡情——— 老兵与故土。“乡愁是一
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这
不仅是一句诗，更像一声饱经沧桑的怅惘叹
息。“三十年，思家想家肠寸断；三十年，
想爹想娘泪已干；三十年，孤岛守望心已
枯；三十年，黑发少年成衰翁”，这段哀婉
绵绝的唱词又将那一声扼腕长叹升华为终生
的遗恨。中国人自古就有木落归本的习俗，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不管生前
漂泊多远，总希望身后“魂归故里”。在眷
村“托骨”那场戏中，一群龙钟潦倒的国民
党老兵静坐请愿，上书言事，但却深知自己
西山日薄，时日无多，免不了这辈子是生在
故土，客死他乡。与其苦苦等待，秋水望
穿，不如落叶归根，有朝一日若能迁葬回
乡，入土为安，也算了却心中遗愿。家园，

对于背井离乡、孑然一身的老兵们来说，已
不仅仅是生养的故土，更是天命有归、了身达
命之所。所以，当老兵们手捧着故乡的泥土，
都激动得泣不成声，恨不得吞吃到肚子里。这
不可思议的举动彰显了故土的难舍，回家的
渴望，更表达出认祖归宗的情感之殇。

本剧把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 对娘
亲、爱人和家乡的似海深情熔为一炉，锻造
出一部新时代的吕剧精品。将血缘、亲情、家
园与故土等个体生命和民族精神的神圣载体
完美地融汇在戏曲艺术中，激活优秀传统文
化基因，将“家国意识，故土情怀”升华为家国
天下的认同、民族信仰的蕴藉。而高秉涵先生
看过本剧后情不自已地说：“我之所以能荣获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就是我的家国情怀与
乡土意识感动了中国。如果我们海内外的炎
黄子孙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与情感皈依到生
我育我的这片神州大地上，则习主席倡导的
中国梦的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根。
中国梦，梦有根，根维系于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吕剧《回家》所承载彰显的“家
国情怀”等传统文化基因，就是要把中国梦
的“根”留住，同时也是民族向心力的凝
聚，是促进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推动形成
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民族信仰
的蕴藉，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新
的活力，真正实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
望，国家有力量。

乡土愁情：民族信仰的蕴藉
——— 品读大型新编现代吕剧《回家》

吕剧《回家》剧照。 □苏锐 报道

吕剧《回家》剧照。 □苏锐 报道

《回家》排演背后的

那些故事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4月10日，青岛市市南区湛山街道邀请市老年大学教

师，为秀湛路社区的京剧票友进行京剧彩妆培训活动，教
她们京剧彩妆的基本技艺和方法。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提到“回家”，最先想到的居然是春运：人山人海拥
挤不堪的车站，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几天几夜地排队，骑
着摩托车顶风冒雪奔袭千里……

这些在外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却是
自然而然的。还有什么能比“回家”更有吸引力？那又是
什么在吸引着我们呢？亲人，朋友，还是一棵树，一段河
湾，似乎很清晰，又永远说不清楚。无论如何，只要是“回
家”，就义无反顾。只要离家在外，家就是永远不舍的牵挂。

剧中，男主角山根临刑前，与另一位男主角也是自己
的姐夫函子生离死别，山根有一段唱：“再不能为娘挖药
小河滩，再不能与哥守夜在瓜园，再不能一块逃学夫子
庙，再不能皂角树下放响鞭。再不见，叶子树下掐‘福
万’，再不见姐姐想你转圈圈。”这段极富画面感的唱
词，就能够很生动地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想家”。

吕剧《回家》，最开始的剧本名字叫《海峡》，反复
斟酌，改成了《回家》。不能小看了这样一个改动，看似
简单的两个字，充满了力量，一下子就添上了满满的情感
色彩。从这部戏的成长来说，是结结实实跨出了一大步。
从整台戏来说，是立准了“主脑”。

毫无疑问，情感是“回家”最亮的底色。吕剧《回
家》中，有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姐弟情、朋友情等
多种感情穿插交织，委婉感人。但又不止于此，《回家》
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一段被海峡隔断的
乡愁，一种超越个体经验的情感，成为这台戏的宏大主
题，人物的情感也由此获得升华，整台戏具有了浓厚的文
化底蕴和深沉的历史感，产生了动人心魄又发人深思的力
量。

“回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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