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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
艺作品既有影视作品，也不乏舞台剧。中国国
家京剧院启动创作排演了现代京剧的版本，集
结了强大的主创阵容，更由梨园大家于魁智、
李胜素、朱强等联袂主演，一经登台，便赢得
了业内外一致好评。5月21日晚，现代京剧《西
安事变》登上了山东省会大剧院的舞台。在艺
术家们的带领下，现场观众透过这场气势磅礴
壮丽、情节跌宕起伏的演出，完成了对那段荡
气回肠抗日战争历史的重温和缅怀。

呈现历史，重在“真实”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没错，
这是那首人们耳熟能详、被誉为“流亡三部
曲”之一的《松花江上》，而今又在现代京剧
《西安事变》中被多次奏响。该剧第一场“追
劝”中，临潼古道旁，痛失家园的东北流亡学
生为请愿停止内战，他们打起旗帜、挽起手
臂，含泪唱起的正是这首歌，以道不尽的悲
愤，痛陈国破家亡之苦。而赶来规劝的张学良
由此被深深刺痛，扮演者于魁智目光炯炯，他
昂首伫立，亮出高、宽、厚的嗓音，将一段
“看他们，热血涌，激情昂扬”的西皮唱段演
绎得激愤决绝———

“一边是手足心同胞兄妹/一边是黑枪口闪
出寒光/一声令，眼见得血肉飞溅/一声令，遭
唾骂臭名远扬/我怎能枪口对准兄弟打/我怎能
刺刀把姐妹胸膛穿！”

这哪里是在“追劝”，这番陈述分明已将
这位背负家仇国恨的“规劝者”触景生情、抑
郁悲痛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声声皮黄中起
伏的情绪，更不着痕迹地将台下观众内心的情
感激荡起来，人们难以抑制地与台上产生着
“别样的互动”——— 或是微微点头、轻声低
吟，以附和着节奏，或是瞅准锣鼓点的“褃节
儿”，适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叫好，使得整场
演出出现了第一个小高潮。

由此，沿着“谋划”“惊疑”“酒会”
“质蒋”“释惑”“放蒋”“宣判”的脉络，
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再度被徐徐拉近到眼
前——— 1936年12月12日，古都西安的一场“兵
谏”震惊中外，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
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
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
军领袖杨虎城在华清池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主导
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
国共合作，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
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
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艺术是可以创作的，可以再加工的，但
是我们肯定不会有戏说。”不久前，在由文化
部主办的“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在京
举办期间，国家京剧院副院长、《西安事变》
总监制陈樱就这样表示，“真实地反映这段历
史”是该剧主创团队坚持的“最主要的要
义”，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在“在各个环节上
都会去反复地听取意见、反复地去考量”，并
邀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党
史专家，以及来自国防大学的军史专家担任顾
问、全程把关，更前往西安事变旧址、西安事
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止园
别墅、华清池五间厅、骊山兵谏亭、蒋介石藏
身处等地进行考察，还请到了亲历西安事变的
真实人物的后代讲述当年发生的事情，“这对
青年演员刻画人物尤其有帮助”。

而“真实感”也消解了作品在时空上的
“距离感”。自2015年10月12日至15日在北京梅
兰芳大剧院首轮演出后，《西安事变》陆续在
江苏、内蒙古、甘肃等地登台，截至目前已演
出30余场，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还两度
赴西安演出，不仅在当地获得我国舞台艺术政
府最高奖——— 第十五届“文华奖”，更于2016
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80周年之际与西安观众见
面，反响极为强烈。

由于演出行程安排紧凑，无法抽出时间接
受采访，在山东省会大剧院和国家京剧院的多
次协调下，于魁智、李胜素等几位主演以及主
创人员日前以书面的形式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讲到排演这出剧目的初衷，于魁智始终强调是
希望通过此表达一种戏曲工作者的情怀，“在
每次国家民族的重大节点上，我们戏曲演员都
是有态度的；虽然没有经历战火硝烟，但应通过

表演告诉后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我
们应该如何面对。”而李胜素则表示，“我宗的是
梅派，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蓄须明志、拒为日寇
登台的壮举。我们今天的戏曲人也要用表演塑造
多姿的历史形象，振奋不屈的民族精神。”

讲述故事，巧现“精妙”

讲述《西安事变》的文艺作品有很多———
1981年上映的电影《西安事变》，由金安歌、
辛静、王铁成、孙飞虎等主演，在展现出那个
风云变幻时代风貌的同时，也将各种政治力量
相互制约、影响的事件处理得脉络清晰、有条
不紊；2007年版电视剧由胡军、刘交心、唐国
强、刘劲等主演，这个“明星版”为不少年轻
人熟知，也是全景式再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重点刻画以张、杨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在
民族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和舍小节取
大义的民族情操；而舞台剧方面，早在30年
前，陕西、甘肃等地的话剧院团就曾演出过不
同版本的话剧《西安事变》，全国各地的戏曲
院团更是有过不同剧种的十几个版本演出，其
中，秦腔版《西安事变》，在当地已有较深厚
的群众基础，剧中张汉卿那段“楚歌凄凄来四
方/狼烟滚滚徒悲伤/当年誓言成泡影/山河破碎
实惨伤……”，用高亢哀婉唱腔完成了一种对
时局无奈又伤感的咏叹，成为一段经典。

这样看来，再针对“西安事变”进行创
作，似乎已无太多的新鲜感可言。现代京剧版
《西安事变》的编剧孟冰就坦言，自己“感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剧本截至目前，易稿
足有18次。而在《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创作
谈》一文中，孟冰也申明了自己的创作思
路——— 一是不能把叙述事件的过程作为重点，
而应该深入到事件中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去
探究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的心率和脉动；二是
应该突现事件过程中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性
格因素，使观众既能看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大
线索，又能看到重要人物的个人价值和历史作

用；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事变过程中所
起到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将我党提出的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作
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使今天的观众看到当时
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对国民党和
蒋介石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由此而表现出一
代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

在这样的立意引领下，“酒会” 一场就
显得尤为出彩———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派
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欢迎酒会
上，乡绅、名流、记者各界人士汇聚一堂，人
人看似“一团和气”，实则各怀目的，双方唇
枪舌剑，现场气氛紧张非常。面对一些别有用
心的提问，周恩来或义正言辞，或机智风趣，
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侃侃而谈，波澜不惊地
化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阐明中共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立场，也将周恩来在历史风云变幻中
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伟人气概表现无遗。

这很有些“舌战群儒”的感觉，也是符合
当时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史实的。大量的
历史文献反映，西安事变后，社会各界观点其
实针锋相对，政局一时间诡谲难测。在国民党
内部，东北军、西北军一些少壮军官坚持要杀
蒋，亲日派何应钦虽积极部署“讨伐”，却藏
着“借刀杀人”的“司马昭之心”，而宋美
龄、宋子文等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
介石，积极奔走。地方实力派中，韩复榘在当
年12月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
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刘湘在致张学良
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
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
“速求政治解决”；李宗仁等于当年12月16日
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
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此外，来自
广大民众、社会团体的声音也各有不同，知识
界、文化界、教育界诸多名人、专家、教授纷
纷发表声明、集会演说，言辞激烈……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周恩来到西安之后
的主要工作是和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

美龄、宋子文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谈判，同
时斡旋于社会各界，说服各方人士，化解杀蒋
矛盾，努力争取实现和平解决方案。但戏剧舞
台上总不能一场接一场地写周恩来与各方人士
的谈话吧？于是，除了正面写了周与蒋的见面
之外，还设计了“酒会”一场……在想象里，
这场‘酒会’的整体气氛应该是亦真亦幻，亦
虚亦实。所谓真，即酒会可以是真实的；所谓
幻，即酒会也可以是一种意会，一种象征；所
谓虚，即是表现周恩来所面对的复杂局面；所
谓实，即是表现周恩来在面对各色人等之时所
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孟冰说。

于魁智再续少帅情缘

都说现代戏看故事，传统戏看角儿，但5月
21日晚的这场现代戏演出现场，大批的观众也是
奔着剧中于魁智、李胜素、朱强等名角儿而来。这
其中，老生名家于魁智在舞台上化身少帅张学
良，他既要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又要顶住各方
面的压力，是一条贯穿整出戏的人物主线。舞台
上第一场，在大地烽烟的凝重音效中，于魁智一
登台一亮相，便迎来了碰头彩。他身形挺拔、神采
奕奕，气质干净、动作利落潇洒，一招一式尽展主
人公的凛然大义、英朗洒脱，行腔韵味醇厚深远，
也收放自如，听得人荡气回肠。

在于魁智的刻画下，处于风暴中心的少帅是
一个矛盾的集合———“追劝”中面对学生的诘问，
他激愤决绝；“谋划”中，“哭谏”未果，他苦闷难
言；“惊疑”中，他以“六项主张”再三劝说，怀揣赤
子之心；“放蒋”中，他执意送蒋，又展现了一种果
敢坚毅、粗犷率真的磅礴豪气……

在最后一场“宣判”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却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内心何等悲凉，
那段苍劲隽永的独白，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学良，无怨无悔心坦荡/被责罚，一人做事
一人当/苍天有眼，只为抗日施兵谏/大地有
情，只为杀敌回家乡/半途人生空有报国志向/
一腔热血无缘洒在疆场/晨光里，少年英姿虚少
帅/斜阳下，江边止步学霸王/望长空，闲云野
鹤烟波叟/看秋水，不计功过思故乡……”

还有“惊疑”一场中，张学良兵谏后对蒋
介石肺腑陈情的那段二黄，也尤为慷慨真
切——— “想当年，我拥你东北易帜/战中原，我
助你退兵冯阎/九一八，我替你骂名背负/为
“剿共”，我从命调兵江南/东三省，沦陷五载
未雪耻/骨肉情，家乡父老愧无颜/睡梦里，一
把大刀饮敌血/醒来时，两行热泪泪不干……”

国家京剧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排
练场上，于魁智的绝活是不光自己的台词唱腔烂
熟，还能把全剧所有角色的台词唱腔熟记。为了
创排该剧，他推掉所有日常事务和演出安排，每
天排练12小时以上，清晨即赶到排练场与琴师鼓
师对腔，半夜还与唱腔设计商讨细节。

“人物与人物之间互有影响和感染，找人
物感觉就得熟悉剧本，就算气口断了半秒也会
让角色出戏，因此必须得记住别人的台词、戏
份甚至舞台调度，要对台上所有人物、环境以
及细节都心里有底。”于魁智这样解释。

“这次在京剧舞台上塑造少帅这个形象，的
确是难度不小。在整个《西安事变》这个戏的筹
备、研讨以及实施排练，我可以说寸步不离。这样
一个重大历史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历
史人物，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非常有幸的
是，我有两次和少帅亲密的接触。”于魁智说。

原来，早在1993年，于魁智随中国京剧院
（国家京剧院前身）首次赴台湾演出，张学良
一连看了6场，并盛情邀请主演到家中做客，席
间他连声称赞于魁智这个“沈阳小老乡”：
“真是唱得好！”1996年，张学良95岁大寿
时，他的家人几经周折联系到于魁智，请他远
赴美国为其寿宴献唱。在听完于魁智的演唱
后，张学良十分欢畅，自己也唱了几段。那次
寿宴后，张学良挽留于魁智等人在美国逗留了7
天，而张学良每天都如约赶到亲友家听于魁智
唱戏，与他畅谈京剧。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对
于《失街亭》《斩马谡》《武家坡》等传统剧
目中的唱段，不仅唱腔非常熟练，就连其中的
念白都倒背如流，有板有眼，颇有韵味……

“张将军是位传奇人物，是位平凡、真诚
的长者。”于魁智回忆起一些交流的细节，依
旧记忆犹新。他发现，这位长者行事“雷厉风
行”，“他说几点到就准到，从来不迟到，每
天晚上8点左右，都是赵四小姐打电话催回去，
他才回去……有时候我说‘少帅你喝点水吧’，
他说‘你放那，我自己拿’，用手颤颤巍巍拿起杯
子自己喝一口水，再放在桌子上……特别要强。”

而这段相处，让于魁智对塑造起剧中人物来多了
几分独有的了解和感悟。

国粹展现“融合之美”

李胜素这位梅派“大青衣”在《西安事
变》中饰演宋美龄，一亮相惊艳了舞台，优雅
的盘发、大方的旗袍，尽展端庄典雅的东方女
性气韵。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的人物塑造，李
胜素说她自接戏伊始，就搜集了许多相关的材
料，包括宋美龄的服装、经历以及视频，还参
观了宋美龄的故居。

在剧中，李胜素虽出场在中场后，只有两
场戏，但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抓人。特别是
“质蒋”一幕，在她的刻画下，这位蒋夫人的
个性得以“起伏式”的呈现——— 见到被软禁的
丈夫那一刻，她所饰演的宋美龄肩头微微一
颤，顾不得黑色裘衣从肩头滑落，急切地跑上
前去唱出一段“连日来，梦魂牵，寝食难安/盼
只盼早一天与你团圆”的西皮，音色圆润优
美，唱腔甘醇有味，眉梢眼角流露出几多妻子
的幽怨温婉，多么情真意切；而细问短长间，
见丈夫依旧不听劝诫，她又冷静坚定地分析局
势，把“南京政府戏中戏”，“汪精卫要归国
组织政权”等据实相告，那表演愈加洒脱，舒
展自然的行腔里不乏铿锵之力，闪现一份女性
“腹有机枢”独有的沉着；值得一提的还有，
剧中的宋美龄用京腔京韵对蒋介石喊出的
“darling”，着实为这出戏增添了一抹清新之
感，此话一出口，观众席上瞬时有些活跃，会
心微笑挂上了每个人的脸庞。坐在记者身后的
一位姓沈的老年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还对这一
“亮点”连称“有趣”——— “有些意想不到，
一个词能让人物更加立体”……

还有周恩来的扮演者、来自北京京剧院的
马派名家朱强。他所饰演的周恩来，从语言习
惯到肢体动作，不仅形似，竟颇有几分神似。
“北风吼，刺骨寒，长夜漫漫”的二黄唱段酣
畅辽远；“抬头看，雁南飞，汉卿离去”的反
二黄唱段高亢激昂。朱强坦言，在语言上，他
运用“风搅雪”的表现手段，就是把京剧唱腔
与周恩来的方言口音糅合穿插，让观众在听后
既能感受到这位伟人的语言特征，又能体验到
京剧的特有韵味。“要是观众说，还有那么点
人物的影子，我就知足了。”

京剧版的《西安事变》更体现了一种“融
合之美”——— 该剧由话剧导演娄迺鸣和京剧导
演孙桂元通力合作，全剧剧情紧凑集中，笔触
轻盈快捷；传统京剧乐队加45人交响乐队，演
奏中相得益彰，声势大气磅礴。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每当朱强扮演的周恩来登场时，引用自
《太行山上》的主题音乐就会响起，庄重深
沉，将一种“使命感”深化、凸显；不同于传
统戏的垂帐做背景，也不同于话剧舞台那样搭
建个纯实景的舞台，该剧在舞美方面走起“简
洁”风，“追劝”一场中，一个大气的钟楼背
景便提取出西安古城最具特点的元素，“酒
会”一场，枯枝剪影做“外景”，大雪飘飘洒
洒，映射了国难当头的时局，传递出纷乱冷峻
的时代意蕴，还有闪现的霓虹、交错的追光，
更营造出史诗般的视觉效果。

“融合”当然还要落脚到展示国粹的魅
力。对此，娄迺鸣有过解释，她认为京剧是一
种浪漫的写意艺术，在还原历史的前提下做到
现实主义与写意艺术相结合，要攻克极大的难
关。“这是一出京剧现代戏，但依然是载歌载
舞的表现形式，除了表现思想性之外，还要考
虑到戏曲独有的技术特长。京剧的音乐、京剧
的锣鼓经，是京剧的法宝，无往而不胜。我们
要细致地挖掘，大大地使用。”

所以，《西安事变》便充分调动了唱腔、
音乐特别是打击乐等京剧乐队的手段，用音乐
的节奏来外化人物的内心；此外，虽然现代京
剧中，传统京剧惯常的程式动作无法大量使
用，但却在奔袭捉蒋等情节中，充分调度了武
打、舞蹈、高难技巧等，丰富了看点。

这也是娄迺鸣第一次完整地导演一部京剧
作品，她说，为的是把京剧这门深厚的艺术带
给更多新观众，所以“在排演时会有意识地让
整部戏更贴近生活，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懂”。

5月21日晚，现代京剧《西安事变》登上了山东省会大剧院的舞台。老生名家于魁智在舞台上化身少帅张学良，他说：
“非常有幸的是，我有两次和少帅亲密的接触。”1993年，于魁智随中国京剧院首次赴台湾演出，张学良一连看了6场，并盛
情邀请主演到家中做客，席间他连声称赞于魁智这个“沈阳小老乡”：“真是唱得好！”

《西安事变》：展现国粹美 抒怀家国情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范婷婷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泰国前总理英拉
喊你来吃水果

英拉在泰国曼谷东
部的巴真武里府果园参
观，化身泰国种植业和
水果推广大使，向大家
展示泰国农场模式，以
及正在大量上市、品种
繁多的鲜美泰国水果。

信号不好
印度部长爬上树打电话

印度财政和公司事务部
长梅瓦尔为解决医院护士短
缺问题来到德霍利亚村。给
助理打电话时却一直没有信
号。无奈之下他只得借助梯
子爬上了树，站在树上打完
了整通电话。

美女环游世界
每天花销仅34元

美国一名女子靠一双
脚走遍天下，足迹遍布澳
大利亚、新西兰、蒙古、
越南等多个国家。3年来已
经走了1万公里路，仍未完
成旅途。晚上在路上扎营
休息，一天只花约5美元
(约34元人民币)。

伊万卡被拍到穿35美元
廉价衣服上班

美国“第一千金”，总统
特朗普大女儿，35岁的伊万卡
被拍到上班时穿着一件廉价的
无袖迷你裙。报道称，这件无
袖黑色连衣裙，是时尚品牌维
多利亚·贝克汉姆与美国塔吉
特百货合作推出的廉价款式，
仅售价35美元。

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照。

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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