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语录】

河东书房 14
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薛丽娟 / 美编冯潇楠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xljy@126.com

一

戏剧家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称谓。
一般的剧本创作者，是剧作家。只有那
些顶尖的剧作家，其剧作对本剧种具
有提升意义，同时也能够使本剧种在
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剧作家，
才能够称之为戏剧家。具备了戏剧家
的品格，达到了戏剧家的高度，才能够
称之为戏剧家。

杜波先生一生剧作颇丰，创作和
改编剧目就达28部之多，代表剧目有
《白沟河》《麟骨床》《烟花泪》《意中缘》
《周仁回府》等，也获得过多种奖项。他
的剧本经蒲剧院团演出后，在全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蒲剧剧种提升到
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使广大观众对蒲
剧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满足。

戏剧家的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流和
人民的心理期待有着紧密的联系。杜波
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戏剧家，
他的家国意识、爱国情怀、文学立场，在
剧本中都有鲜明表现。那年，杜波先生
的新编历史剧《白沟河》横空出世，擅场
城乡。民族英雄杨家将不计荣辱、同仇
敌忾、舍身保国、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共鸣，大大激发了
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产生了巨大的精
神力量。《白沟河》由晋南青年蒲剧团在
北京演出后，轰动京城，观众和戏剧界
反响强烈，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全国一流的戏剧大家对蒲剧剧本
的成功创作和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对
蒲剧历史的源远流长和新时代的枝繁
叶茂，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誉。这是
时代的肯定，也是人民的肯定。

这一份灿烂和辉煌里，有着杜波
先生的心血和努力。

同样，杜波先生改编的蒲剧《麟骨
床》也风行一时。剧本反映的奸人宵小
投机钻营、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历史
故事，契合了广大群众经历的强烈爱
憎，表达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人间
正道和历史规律。艺术是生活的反映，

是社会情绪的表达。《麟骨床》的剧情
发展、人物行动和故事结局，在当时引
发了强烈的社会响应。戏剧家心里有
人民，挥笔写人心，真正做到了“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麟骨
床》在北京演出后，再次轰动京华，《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多
篇评论文章予以好评。全国20多个剧
种，纷纷移植演出了这个剧目。

人民心声，尽在笔下。
杜波先生，具有和人民心连心的

思想品格，是一位心系人民的戏剧家。

二

杜波先生有着精益求精的艺术追
求。他的剧本立意高远，题旨深邃，情
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精当
讲究，剧场效果良好，深受观众喜闻乐
见。特别是他对蒲剧的老剧本进行“旧
戏新编”，常常化腐朽为神奇，赋予旧
戏新的生命。他改编的《烟花泪》，拍摄
了继《窦娥冤》之后第二部蒲剧电影，
在全国各剧种面前展现了蒲剧的新生
代，让全国观众认识了蒲剧新时期的
艺术家梯队和领军人物，为蒲剧艺术
家的新老交替提供了后续阵容。

老剧本中的唱词道白，多佶屈聱
牙，经过杜波先生的斧斫、润色，或者
另起炉灶，剧本的艺术品格立刻别开
生面。蒲剧传统戏《意中缘》杨云友的
一段唱词，原是：自幼儿学会了丹青描
绘，每日里摩人笔不敢抬头。为只为我
父女朝夕孤守，何一日才不度这样春
秋……这一旁画一个诗人老叟，大门
外画一个幼女伺候。非是我画几笔桥
断不修，怕只怕大贵人找上门楼。

杜波先生将这一段唱词改成：家
贫穷无彩线难以挑绣，借丹青慕名笔
济困消愁。砚为田墨为粟笔耕糊口，何
一日才度过这样春秋……提画笔我来
把家宅描塑，门无限墙有缺鸡犬任游。
这门外画一个诗人老叟，风雪中急切
切越溪过沟。门儿里画贫女依门等候，
白茫茫雪盈尺令人担忧。非是我画残

桥断绝行路，怕只怕索债人来过岸头。
我这里将单条一一描就，假冒他董思
白再把款留。

杜波先生，文字功力炉火纯青，是
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戏剧家。

《意中缘》是一出描写才子佳人的
戏，旧戏中的唱词，实在难以胜任现代
剧情和人物的需要。经过杜波先生的
改写，一个乡间才女的生活现状，文化
素养，爱情向往，都表现了出来；而且
意到词达，意蕴贴切，意境优美，文词
工整上口，句式节奏有序，一字一句都
展现了板腔体戏曲的内在规律。杜波
先生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娴熟的韵文功
底，在这出戏的改编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已臻上乘。当然，杜波先生的其他
剧本，如此深厚的词韵功夫也都有重
要体现。过去，同行常常赞许“蒲剧的
唱词讲究”，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戏剧家
孜孜矻矻、字斟句酌的原因。

三

杜波老师在编写剧本的同时，还写
出了许多戏剧评论和研究文章，都展示
了他的内行眼光和艺术经验，体现了他
很高的戏曲理论素养和学术品质。他撰
写的《王秀兰评传》《继承革新发展——
王秀兰舞台艺术初探》《试论阎派艺术
的形成和特点》等，都是蒲剧艺术不可
多得的研究成果。蒲剧界几代艺术家的
舞台实践，经过他的总结提高，都成为
宝贵的艺术积累，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杜波先生还和另外两位蒲剧专家一起，
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层次的文化视
角，编撰了《蒲州梆子剧目辞典》。这是
蒲剧界一项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一部蒲
剧传统剧目的历史性集成，对蒲剧事业
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

在杜波先生即将百年诞辰之际，
他的子女们把父亲的剧作，遴选10部
编辑成册。这是对蒲剧辉煌历史的一
次检阅和回顾。这不仅是杜波先生的
后辈，更是我们蒲剧界和广大观众对
杜波先生最好的纪念。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在戏剧
家杜波先生即将百年诞辰之际，由其子
女整理的、首次完整收录其 10 部重要
代表作品的《杜波剧作选》一书，近日由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由山西省文联原副主席王西
兰作序，首次完整收录了杜波先生从事
戏剧创作以来的10部重要代表剧作及
部分文艺评论和学术专著目录。收录的
剧作有《烟花泪》《麟骨床》《意中缘》《白
沟河》《周仁回府》《岳云》《中条山的春
天》《英雄楼下》《柜台》《武家庄》。这10
部重要代表剧作，都有着深刻隽永的思
想，精妙绝伦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
都注重突出语言舞台化的特点，充满戏
剧艺术化的叙事和叙情；舞台艺术形象

的营造，都成全和造就了优秀的演员。
人物形象的塑造，感染演员入戏，打动
观众品戏，充分体现了剧作家想象力、
感悟力的细微与丰富。该书的出版，无
疑是蒲剧艺术的一项重要文化集成，是
蒲剧事业一件重大的文化盛事。

杜波（1922 年~2004 年），笔名方
黎、夏沙、燕梓，运城临猗人，一级编剧，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
会会员，中华梨园学研究会顾问，“中华
梨园丛书”编委，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
事。1947年春，他进入太岳解放区从事
文学创作和地方戏剧研究。先后任晋南
专区人民蒲剧团副团长、蒲剧院艺术室
主任、《蒲剧艺术》主编等职。杜波先生
是一位学术型戏剧家，既长于剧本创

作，又善于理论总结，也是一位具有强
烈使命感的戏剧家。他的家国意识、爱
国情怀，以及讴歌正义、鞭挞丑恶的文
学立场，在其所作的剧本中都有鲜明的
表现。

□尤今

读到一篇短文，作者提及他在博物
馆看到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玉雕
龙舟，当他为这件艺术品的鬼斧神工啧
啧叹赏时，他同时也为雕刻者的命运发
出同情的哀叹。

他认为，一刀一刀地耗损人生的许
多岁月来慢慢完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
其实是很残忍的。原因是：把一个有才
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深锁在一间工作室
里，只安排一件事情给他做，年轻人青春
正茂的世界，会因此而变得狭窄和黑暗。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非鱼，焉知鱼之乐。
一件完美的雕刻品，必定包含着雕

刻者那一股铁杵磨成针的毅力、那一种
吸纳各家之长为技艺的努力、那一份凝
聚万千意志于十指的专注，还有，缺一不
可的自信与自重。

当雕刻者刻下第一刀时，他也许正
是青丝满头、意气风发的少年，完成最后
一刀时，他或许已变成动作迟缓且两鬓
斑白的老者；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实际上，他雕刻的不是物品，而是岁月。

当他把原始平凡的材料转化成匠心
独具的艺术品时，他也将一种惊天动地
的美雕刻进了永垂不朽的岁月。

他的世界，不狭窄、不黑暗，相反，明
亮如阳光、辽阔如宇宙。 （《走路的云》）

雕刻岁月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
要教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
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
度的锻炼，才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修
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
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

父母，对于一个 20 岁的人而
言，恐怕像一栋旧房子，为你遮风挡
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
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
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
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
起”。数十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
注视这没有声音的老屋。

——龙应台

院再小也要栽柳，柳必垂。晓
起推窗如见仙人曳裙侍立，月升中
天，又见仙人临镜梳发；棚屋常伴仙
人，不以门前未留小车辙印而憾。
能明灭萤火，能观风行。三月生绒
花，数朵过墙头，好静收过路女儿争
捉之笑。 ——贾平凹

蒲剧，作为一个古老的梆子
戏剧种，在明代中叶已趋成熟，
于清代康乾年间达到鼎盛。20世
纪50年代，蒲剧艺术获得了新
的发展机遇，老树新枝，青春焕
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

期。五大名演如皓月当空，朵朵
梅花似群星灿烂。蒲剧的声音，
让山南海北的戏迷观众如醉如
痴。

一个剧种，红遍大江南北，
全凭着剧情的动人心弦，表演的

赏心悦目，声腔的沁人心脾。无
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靠的都是戏
剧家的呕心沥血和表演艺术家
的精湛演技。

现代蒲剧史上，著名的戏剧
家杜波先生占据了重要一页。

□王西兰

《杜波剧作选》出版发行

戏剧家的品格与高度
——《杜波剧作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