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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香刑》首演新闻发布会、首演，莫言
都参加了，潍坊巡演，他还能参加吗？9月11日
下午3点，在G187次列车上，我见到了莫言先
生，他又专程为歌剧《 檀香刑》而来。莫言
说：“ 歌剧不是小说，它只是利用了大概三分
之一的故事情节，是一种再创造，唱段唱词要
求比较简练，通俗易懂，生动传神，朗朗上
口，需要不断润色、打磨。歌剧艺术是迷人
的，它的迷人之处在于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新
的创作，都给人惊喜，在每一次演出和观众的
交流中都会获得新的灵感。歌剧的事儿，你跟
李云涛多谈谈。”

9月12日下午，我见到了山东艺术学院音乐
学院院长李云涛教授，他说的关键词只一个

“ 立”字，六年打磨，无非是要让《 檀香刑》
“ 立”在舞台上。

十年：

在等待，也在酝酿

李云涛第一次读《 檀香刑》是2001年，38
岁，他是用高密话读的，或者说是带着茂腔调
默“ 哼”的。“ 用高密话读，感觉特别有意思，
你用普通话真不大行。用家乡话，太亲切了，里边
那些事儿，感觉历历在目。”李云涛老家是高
密市夏庄镇东李家苓芝村，上小学，就参加了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会唱茂腔，也会伴
奏。“ 我看完小说，喜欢得不得了。”

其实，李云涛憋了好多年的劲儿，心头萦
绕着一个梦，要写部歌剧，李云涛想挑战自
我，但是没遇到合适的题材。“ 作为个人，很
难约人家给你写剧本啊。是不是？作为文艺院
团可以约，走市场嘛。我是搞教学的，个人没
法去约。你即便是约了，如果不合适，你谱不
谱啊？这都是些现实问题。”李云涛说。

机遇就在李云涛等待的时候来敲门了。
2010年，省歌舞剧院排演《 赵氏孤儿》，

李云涛去观摩，他看到编剧、作曲是莫凡一人
承担。“ 那天晚上，我就突然地，一下子产生
了一个强烈的改编《 檀香刑》的冲动，原来自
己也可以跟莫凡一样，既当编剧又当作曲啊。
这样我就不用去约编剧写剧本了。我想怎么写
怎么写，想怎么干怎么干。我想早一点就早一
点，想晚一点就晚一点，都自己说了算，不用
去卡那个时间点。”李云涛回忆。

李云涛回家后，又找出了那本《 檀香
刑》。越看越拿不下眼，简直入迷了，越看越
想改编。“《 檀香刑》的文学基础太好了，我
又不是专业编剧，你要叫我凭空想象，那是完
全不可能的，有了小说，等于有根杆子一样，
顺着杆子爬吧。说实话，我真感到荣幸，摊上
了这个好题材。有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听说
我们改编《 檀香刑》，他一听说，哎呀，我怎
么就没想到要改编呢，这个题材太适合歌剧
了。”李云涛笑着道。

2011年春节，正月初二，李云涛约着时任
高密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拜访在老家过节的莫
言。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莫言老师，我想把

《檀香刑》改编成歌剧。他说，行啊，改吧，我没意
见，你随便改。没想到，他答应的这么痛快。他说
的随便改，后来我琢磨，就是说，你别有什么
顾虑，就按照歌剧的要求改。”

回济南后，李云涛开始动笔。他最早想写
个小型实验性歌剧，人物非常简单，四个人，
在小剧场演出，实验性的，小众化的。就在那
年秋天，莫言小说《 蛙》获得茅盾文学奖，恰
逢高密搞红高粱（ 国际）艺术节，莫言出席，
李云涛把第一稿拿给他以后，莫言提出建议，
最好搞成大型的舞台剧，根据小说的容量，小
型剧涵盖不了。“ 后来，我觉得也是，搞这种
现代派的实验剧，也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
项，还就是旋律型的，好听，我有这种追求，
人物也多，好布局。”李云涛说。

十年等待，李云涛48岁了，正是阅历、经
历、精力最好的时候。他开始了歌剧创作圆梦
之旅。

秘密：

在小说《后记》里藏着

李云涛对小说《 檀香刑》可谓了如指掌，
想翻哪一段，如探囊取物。但让他没想到的
是，小说的《 后记》里藏着秘密。其中有一段
是这样写的：“ 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当
我从火车站的检票口出来，突然听到从车站广
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传出了猫腔的凄婉动

人的唱腔。正是红日初升的时刻，广场上空无
一人，猫腔的悲凉旋律与离站的火车拉响的尖
锐汽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的心中百感交集，
我感觉到，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
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
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
要作品。”猫腔，其实就是茂腔。为了便于文学化
表达，莫言将“ 茂”，改成了“ 猫”。

李云涛说：“ 莫言老师在《 后记》里说，
《 檀香刑》是他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

踏步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我理解就
是往民间回归。特别是茂腔元素。咱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啊，家是高密的，从小就听茂腔长大
的，一般人很难把茂腔的东西，融到歌剧里，
你现学，也只能学个皮毛。”

我也从小熟悉茂腔，在潍坊大剧院，一听到
歌剧尾声的唢呐凄婉的嘶鸣，茂腔旋律起来了，
我禁不住潸然泪下，看了两场，两场都没忍住。

一束灯光，一椅一人，一曲苍凉的山东琴
书，拉开了歌剧的大幕。这不是姚忠贤老师
吗？我曾经采访过老先生。他是山东琴书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姚老师一袭白衣，我在
台下望，如一坨“ 冰雪”，就是这坨会唱的

“ 冰雪”，成了穿线人，通过“ 道白”“ 说
唱”的形式，把剧情进行串联和铺垫，这样的
处理，不突兀，自然妥帖。

有位专家说，这部歌剧将地域性民间音乐
元素作为民族性的全部内涵，注入到歌剧创作
中的每一个层面和细节之中，用独特的笔触和
视角诠释了作曲家所理解的民族歌剧的本质。

“ 我们选了四个山东琴书表演艺术家，最
后确定了姚老师，尽管年逾古稀，但他演唱非
常到位。”李云涛说。

唱段：

每个都当成最重要的去写

李云涛每次跟莫言接触，只谈歌剧，其他
一概不谈。他就是要一门心思，为社会奉献一
台弘扬民族精神、彰显山东特色、具有国内一
流水平的舞台精品。“ 我写了孙眉娘唱的《 相
思曲》，让莫言老师听了听，他也挺满意。就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写了一个大纲，也就是在
他心目中的歌剧是个什么样子。在那个大纲的
基础上，我根据歌剧的特殊要求，作了修改，
思路一下子就理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人物的
安排，因为是自己参与编剧，人物安排我就比
较自由了；如果前边有个人给你编好了，我还
不好给人动。我是作曲专业，编故事不是我的
强项。把里面的精华抽出来，也很难。《 檀香
刑》小说四十多万字，剧本很短，就是几页
纸，有了大纲，我就有了遵循。”

剧本初稿出来，李云涛开始安排唱段，咏
叹调，宣叙调，对唱，重唱，合唱……“《 檀
香刑》整体是悲剧，但是从头到尾，全是哭哭

咧咧的，也不行。那样的话，太压抑，我就弄
了个叫花子四重唱，没想到，他们对这四重
唱，印象特别深，四重唱里面，叫花子为了救
孙丙，那个唱词极其简单，就是表现叫花子不
怕死，油耷拉乎的，还有点紧张的状态，把这
些放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都仔
细琢磨。莫言老师帮着改，有的段落他就直接
写。这个唱段一下子就充实了。他不了解的情
况，我们再碰撞一下，再改。”李云涛说。

2012年夏天，莫言获“ 诺奖”前夕，李云
涛放暑假回高密，他写了两三个唱段，打印出
来给莫言看，莫言就在打印稿上面手写。“他确是
快手，头一天下午吃饭时交给他，第二天就改过
来了。好多唱段，比如，词的风格、内容场景、结构
都要考虑到。还有，到底怎么结尾？怎样在结尾
有震撼力？我们反复推敲琢磨。”

李云涛说，六年打磨，也不是天天干这
个，他还有教学、管理等业务。“ 我主要利用
了礼拜六、礼拜天，寒暑假，就在办公室里。
不去弄这个剧，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感觉这一
天浪费了。去了以后，哪怕改了一小节，我就
赶快发给打谱的，他再发给我，哎呀，我觉得
这一天干了一个事，心里踏实，真是把这部戏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不释手。一接触剧
本，我啥都放下了，能静下心来，我对待每一
个唱段，都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唱段去写。换句
话说，像对待主要唱段一样，认真地去写每一
个唱段。从来没有把主要唱段写好了，其他小
唱段忽略的情况。好处是，不是很着急，一个
唱段，可能得几个月，反反复复，找人试唱，
听了不满意，再修改，包括钢琴的伴奏版本。
一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了，试唱的也满意了。周
围人听了也满意了。才定下来。然后慢慢再
写。”

李云涛的创作状态，让我想起曾国藩的
话：“ 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
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凡是短时
间仓促做成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东西，必定没有什么内涵。打量当今舞台上的
有些剧目，其器甚小，为何？时间不够，仓促
而为，短斤缺两。属于早产儿，虚弱苍白,了无
生气。有些题材很好，恰恰就是“ 骤为之而遽
成”，以半成品示人，如未熟之瓜，青涩之
杏，啖之酸麻硬苦，必欲吐之而后快。

团队：

为山艺提气的优秀群星

从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 诺奖”到年底，
李云涛没跟莫言见面，直到2013年1月，才正式
签了合同。“ 签了合同，就没有退路了，你必
须得‘ 立’起来！”李云涛说到“ 立”字时，
咬得特别重。

逐渐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到2013年
底，基本唱段全部写完了。钢琴版不但写完

了，还录了小样。李云涛开始为乐队谱曲了，
一直写到2014年。2015年准备申报国家艺术基
金。“ 惋惜的是，那一年主要扶持已经‘ 立’
在舞台上的剧目，我们才写出剧本，没申报
上。现在想想，那年亏得没报上，报上以后，
整个会很仓促，可能更忙乱，效果不一定好。
没申报上，也给我提了个醒，评委没通过，这
里面肯定还有不完美之处。那更得细细打
磨。”

2015年下半年，李云涛又带领团队到北京
录管弦乐队谱。“ 管弦乐队谱录完了有个好处
是，你听到这个音乐，就差没在舞台上演出
了，音乐的东西基本成型，心里就比较有数
了。2016年又申报文化基金，顺利通过。”

2016年8月份通过，要求一年之内完成，李
云涛开始组班子，联系演出团队。“ 歌剧要

‘ 立’在舞台上，我是一个前期创作者，其
实，仅仅是一半，‘ 立’在舞台上，主要是另
一个团队，导演、舞美、灯光、音响、乐队、
演员。让我最欣慰的是，演出团队基本是山东
艺术学院教学实力的展示。山艺领导的全力支
持，那就更不用说了。”李云涛说。

孙眉娘的扮演者宋元明是山艺引进的重点
人才，她被维也纳文化媒体称之为是纯正的大
抒情女高音，声音统一有磁性，是很具潜力的
年轻歌唱家。李云涛说：“ 宋元明9月10日晚上
还在国家大剧院演歌剧《 骆驼祥子》，饰演小
福子，11日上午坐火车到潍坊，和指挥一起回
来，中午饭都没吃，就得去化妆，下午三点就
得排练，晚上演出。12号晚上还得再演一场。
大家都很敬业！”

歌剧真正排练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导演陈
蔚率领的主创团队5月3号进住山艺。莫言亲临
现场，出席了5月27号的新闻发布会和6月23日
在省会大剧院的首演。

9月12日晚，潍坊巡演第二场演出结束后，
在餐馆里，我巧遇部分演职人员吃夜宵，他们
依然沉浸在角色里，兴致勃勃地讨论戏，那股
投入劲儿，让我深深感动，忍不住敬了一杯薄
酒，请他们签名留念。

歌剧被称为“ 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它
集中了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
门类的表演形式，所以歌剧制作复杂、成本大。歌
剧能显示一个地区的实力。我了解到，在潍坊的
演出，从编剧到作曲，到舞台美术，到舞蹈，唱，灯
光、音响等等，在台上和乐池里的演职人员150
多人，加上工作人员200多人。

明年是山艺建校60周年，毫无悬念，作为
山艺建校以来第一部原创歌剧，《 檀香刑》将
是最好的校庆献礼作品之一。李云涛说，他也
在期待着：“ 作为一个艺术院校，能排这么大
型的舞台剧，阵容那么强大，这是早前确实没
想到的。”

主题：

血性汉子的爱国情怀

莫言说，和《 红高粱》一样，小说《 檀香
刑》也取材于老家高密，以清末德国殖民侵略
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行的事件为背
景，孙丙的人物原型在近代史和地方县志都能
查到。艺人孙丙身上体现出的是朴素的血性汉
子的爱国情怀。

莫言对小说《 檀香刑》情有独钟，对同名
歌剧依然如此。歌剧首演前的农历四月初八，他
欣然赋诗一首：“一曲高歌动九霄，檀香郁勃气缭
绕。兴叹今朝山河好，谁知当年泪如潮。”

我看了两遍歌剧，感觉有血性而无血腥，
多悲壮而少悲伤，歌正义而祛邪恶，净化心
灵，警醒世人。稍加时日，精心打磨，将成为
真正的原创精品。

在潍坊巡演的两场，跟在济南首演的三场
一样，效果很好，好多人说没想到，和心目中
的《 檀香刑》不一样，大家都惊讶，怎么能在
舞台上演《 檀香刑》？李云涛说：“ 有人有种
误解，他们可能连小说都没看，道听途说，认
为小说只是描写残酷的刑罚，很血腥。其实我
们给歌剧的定位就是非常朴素的爱国情怀，反
帝反殖民的主题。作为一百年前的农民来说，
理念保守是可以理解的，你扒了俺的祖坟，弄
了俺的庄稼就是不行啊，俺就要反抗。歌剧唱
词里面就有这样的唱：‘ 他（ 孙丙）是条好汉
子，浑身血性……’”

潍坊学院教授魏晨明看完歌剧后，一字一
句地说：“ 孙丙抗击侵略是大义，叫花子替孙
丙去死是大勇，钱丁夫人掩护眉娘是大仁，钱
丁弃官救孙丙是大德，孙眉娘舍身救父是大

爱，这一切都是通过歌声传递出的是正能量。
正是依托大主题，《 檀香刑》‘ 立’上了大舞
台。歌剧形式属于西洋艺术，《 檀香刑》把西
洋艺术和传统艺术结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的有益探索。”

我了解到，今年大型专业刊物《 歌剧》第
五期刊登了三篇文章，对《 檀香刑》发表了中
肯评论。

李云涛说，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 檀香刑》改编，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下

一步他们也在考虑怎么走出国门，到国际舞台
上巡演。

歌剧：

追求完美不止步

到9月12日，歌剧《 檀香刑》已演了5场，
每一场之后都有微调，都有变化。李云涛说，
他和莫言经常交换看法，哪个地方应该再改
改，会更合理一些，哪个地方再作一下铺垫，
可能对后面的剧情，更好。人物之间关系的安
排哪些还不太合理。这样需要再去打磨、修改
等等。“ 8月初在高密，我见到莫言老师，我跟
他说了，最好在哪个地方再加个唱段，有观众
反映不大过瘾。现在整场剧不大到两个小时，
最好加到两个小时。我提供给他首场演出的光
盘，他马上就看了，第二天，又写了一个新唱
段。也就是孙眉娘唱的最新唱段，写得很漂
亮。我根据曲子要求作了些微调。在潍坊演出
时新唱段加上了：‘ 天啊，老天爷啊，把我们
变成两只白鹭吧，让我们翩翩起舞，并肩登上
高峰……’ ”

李云涛很少接受采访，也很少谈个人。其
实，他本人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1979年考入
高密师范数化班，专业是化学教育，除了学习
化学，他特别爱接触音体美老师，因为他从小
喜欢吹拉弹唱，喜欢美术。1981年，高密师范
缺音乐和美术老师，120个学生，就留了李云涛
一人，让他教音乐。他自知不是科班出身，感
到压力很大。

1982年省教育厅有个培训计划，高密一个
名额，派给了李云涛，他极其幸运地来到山东
师大音乐系培训了五个月。“ 那五个月，对我
来说，太重要了。这才真让我走上了音乐道
路。结业后，我拿着他们的教材回去自学，视
野一下子打开了。”

李云涛决定继续深造，边教学，边自学，
过去上的是理科，他又补习了历史、地理，
1984年9月，李云涛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山艺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优秀作曲家，
他发表音乐作品500余部（ 首），其创作的音乐
作品荣获文化部“ 文华奖”、中国音协“ 金钟
奖”，以及山东省第一届、第五届泰山文艺奖
一等奖等奖项。

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成为作曲家，二级
教授。难道还不够传奇？李云涛说：“ 我也不
知道，就这么一天天走过来了，好处是咱不偷
懒，不耍滑。”这倒是真的，一部歌剧可以慢
慢磨6年！

鲜为人知的是，李云涛还是大众日报社社
歌的曲作者。2009年1月1日是大众日报70周年创
刊纪念日，2008年初开始征集社歌作者，于是
产生了乔羽作词、李云涛作曲的大众日报社社
歌。

李云涛笑着说：“ 谱曲大概花了一两天时
间，关键啊，是人家乔羽老师写的歌词太好
了。他写的是，‘ 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来，告别
了一个旧的世界；我们高举着真理的火炬，呼
唤一个光明的未来……’前卫歌舞团女高音歌
唱家王丽华首唱，真好。”优美的社歌是献给
大众日报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 乔羽老师写的歌词太好了”“ 莫言老师
的小说太好了”，这是作为合作者的李云涛句
式，这是谦虚的句式，低调的句式，这个句式
能照见他走过的路和人格，能滋润他出精品。

在今天浮躁的社会，功利的年代，歌剧
《 檀香刑》会让人们放慢脚步，沉下心来，想
想我们为什么出发？我们的初心何在？让人惊
醒，让人思考，让人重新对自己的道路作出评
判和选择。

期待原创民族歌剧《 檀香刑》越走越远。

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首部民族歌剧《 檀香刑》历时六年精心打造而成。继6月23日在省会大剧院成功首演后，9月11日晚在
潍坊开始巡演，再次引起业界和观众高度关注。本报记者在潍坊分别采访了歌剧的编剧莫言和编剧、作曲李云涛————

李云涛：让《 檀香刑》“ 立”在舞台上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莫言(左)和李云涛在讨论歌剧《 檀香刑》剧本。

她长得像英拉
就连警察也搞不清

泰国前总理英拉于9月初逃
走无踪后，各方都在密切跟进
英拉下落讯息。然而，另一位

“ 英拉”却静悄悄在清迈府亮
相，连巡逻警察遇见时也傻了
眼。原来这位“ 英拉”是该府
的女老板，名叫拉帕思汪 (音
译)。

日本敬老节
奶奶举哑铃健身

日本中老年人参
加健康宣传活动庆祝
敬老节，大爷大妈们
在公园内举木质哑铃
锻炼身体。

亚美尼亚富二代
与网红婚礼奢华

近日，亚美尼亚富豪之
子卡伦·卡拉佩特延与网络红
人莉莉(Li l it)在俄罗斯莫斯科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极
其奢华，引人注目。

险中求财：
冒风险收集贩卖鸟粪

在智利北部，几名男子通
过收集和贩卖鸟粪给附近的农
民获取利润。在智利，收集鸟
粪是违法行为，可能会被逮
捕。收集鸟粪的人必须穿越汹
涌的海洋才能到达偏远的岛屿
岩石上，这些岩石通常很滑，
被淹死的人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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