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建群

7月11日晚，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重磅打造的首部板腔体民族歌剧《党的
女儿》，在该院礼堂成功首演，以整齐的
演员阵容、全新的舞台设备、直抵人心
的艺术表达为广大运城观众，献上了一
场撼人心魄的艺术盛宴。

（一）

“你看那天上有颗闪亮的星星，关
山飞越，一路洒下光明。咱们就跟着他
的脚步走啊，哪管他道路平不平。”这经
典的旋律，自歌剧《党的女儿》问世，就
作为插曲，因为旋律优美、情感动人而
插上了艺术的翅膀，飞向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撼人心魄，动人心弦。

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三团重
排的歌剧《党的女儿》，有部分音乐借鉴
了蒲剧的声腔艺术，雄浑、悲怆、亲切，
极易抓住观众的耳与心。故事还是那个
故事，因为演员不同了、音乐有细微变
化了、演出场所在运城了，而赋予了作
品更多的情绪感染力。

大幕甫一拉开，形势便令人揪心。
1935年，江西苏区杜鹃坡，红军长征北
上，杜鹃坡上形势突变。共产党员田玉
梅与其他6名党员，因叛徒出卖被敌人
逮捕，一起被押往坡上将要枪毙。田玉
梅的女儿、７岁的鹃妹子在七叔公的带
领下来为妈妈送行，母女俩在杜鹃坡前
生离死别。女儿悲泣，杜鹃啼血，玉梅跪
地将女儿托付于七叔公。枪声响过，玉
梅死里逃生，老支书临终前告诉她，党
内有叛徒。

田玉梅冒死找到区委书记马家辉，
告诉他党内出了叛徒的消息，却不料叛
徒正是马家辉。在马家辉妻子、党员桂
英的帮助下，玉梅逃走。玉梅找到七叔
公，与桂英三人成立党小组，继续为党
工作，寻找盐巴和咸菜。马家辉追来，桂
英因掩护玉梅逃走而被打死。共产党员
小程打死了马家辉。玉梅与女儿鹃妹子
给游击队送盐时被反动派包围，母女壮
烈牺牲。杜鹃坡上，杜鹃花红如血，霞光
满天。

（二）

扮演田玉梅的是运城青年演员梁
晓丽。剧中的田玉梅英姿飒爽，大义凛
然，以极强的控场能力和满满的正能
量，紧紧地吸引了台下观众的眼球。其
唱腔大气磅礴，嗓音清亮、情感饱满、感
人肺腑，具有强烈的穿透力与感染力，
无论是与女儿诀别的凄楚，还是对桂英

恨铁不成钢的劝解；无论是对七叔公误
解时的无奈，还是对马家辉叛变革命的
愤慨，她都拿捏得精准到位，真切感人，
表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和表演功力。

主角出彩，配角同样为该剧增色不
少。叛徒马家辉虽然是反面人物，但是
扮演者冯海荣出色的表演刻画，让这个
角色很真实、很艺术，同时也更好地衬
托了共产党员田玉梅形象的高大。冯海
荣原来是戏剧演员，不仅唱腔功夫过
硬，而且做戏亦细致精到。手眼身法步，
他运用得得心应手、娴熟自然，把马家
辉的功利、胆怯、见风使舵、自私狡诈和
阴险毒辣刻画得细致入微，对观众有很
强的带入感。比如他说，“形势大变，伸
着脖子掉脑袋那是傻瓜。保全性命活下
来才识时务”，让观众暗暗慨叹，这样全
心全意为自己的人不叛变革命简直是
不可能的。

冯海荣扮相逼真贴切，与叛徒的身
份十分吻合。中分头，分开的刘海在额
头前晃动，遮住了他那双滴溜溜转的
眼。瘦削的身材上穿着一套中式衣褂，
投射了他的软弱与卑怯。冯海荣咬字清
晰准确，唱腔从容饱满，音质圆润，音色
清亮，行腔沉稳从容，表现了马家辉阴
沉奸险的性格，让反面人物有了相当的
立体感和艺术性，对激烈紧张的剧情起
到了有效的调节作用。

扮演马家辉妻子桂英的是歌唱演
员畅萍。畅萍原来也是戏剧演员，她扮
相清秀，身材婀娜，尤其让人难忘的是
她那优美的唱腔，声如银铃，情似溪水，
缠绵悲怆，动人心怀。畅萍出生于艺术
家庭，其父畅元发是运城著名的作曲
家。畅萍幼承庭训，对音乐艺术有较高
的领悟力与表现力。她扮演的桂英，软
弱多情，在丈夫马家辉叛变后，受刺激
而发疯。目睹马家辉残害共产党员，她
以死相抗。在被田玉梅救下后，她决心
与玉梅一起重新革命。在马家辉向玉梅
开枪时，她勇敢地冲上去，用自己的身
体挡住了子弹，壮烈牺牲。

桂英虽然是配角，但畅萍以细腻的
表演、深情的演唱绽放出别样光彩，为

《党的女儿》增添了不可或缺的艺术魅
力。需要说明的是，生活中，她与马家辉
的扮演者是夫妻。台下夫妻，台上夫妻，
情感的契合、艺术的磨砺，让人回味、动
人心怀。

扮演七叔公的优秀青年演员何坤，
唱腔浑厚、舒畅，饱满嘹亮，塑造了一位
热爱革命、热爱共产党、富有正义感、对
党一往情深的老农民形象。现实中的何
坤是一名“80后”，性格忠厚诚恳，以唱

功见长。歌剧舞台上，他扮演年龄跨度
极大的老人，沉着稳健，表现不俗，值得
点赞。

还有扮演鹃妹子的小演员侯诗璇，
虽然年龄小，但唱腔动听、扮相俊美，情
感准确到位，令人赞叹。

还有几位演员，如共产党员小程的
扮演者、反动派孙团长的扮演者等，虽
然戏份不多，但都很有光彩。整台歌剧，
演员阵容齐整，表现出相当的艺术水
准，各有所长，而且相得益彰。

（三）

科技的发达给了艺术更现代的表
现载体。整台歌剧中，台上的电子大屏
从火红的杜鹃花到茂密的丛林，从起伏
的山峦到耀眼的朝辉，侧台加背景全覆
盖式的舞台画面，给了观众一种沉浸式
体验，让演员们的表现有了强大的背景
烘托。

整台歌剧音乐制作堪称完美，蒲剧
旋律的应用，对运城本土观众更富吸引
力。伴唱与独唱、序曲与间奏，起伏跌
宕，急管繁弦，恰到好处。

据三团团长邢平介绍，年初开始筹
备重排歌剧《党的女儿》，半年中，所有
演职员们不辞劳苦，反复打磨，不知道
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在剧情中无我，只
服务剧情，在奉献中有我，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正是众人划桨开大船，《党的女
儿》才有了这样的风采。

演员们过硬的艺术功底，给予了歌
剧不平常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在幸福
安宁的现实生活间隙，欣赏这样一出内
容早已为观众熟悉、但艺术表现力又是
全新的大剧，深深体悟到好的艺术，真
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荡气回肠、感人
肺腑，让人情怀激荡。

《党的女儿》告诉我们，一百年来，
我们的党和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老百姓的
支持与奉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
一部党的历史大剧，却有着最重要的现
实力量。正如歌剧结束时，田玉梅畅想
未来演唱的大段唱那样：未来的中国，
必然是幸福的中国。孩子们早上背着书
包，迎着朝阳，去安静的校园读书学本
领，长大好建设祖国。老百姓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在和平安宁的祖国创造
幸福的生活。

“你看那天上有颗闪亮的星星，关山
飞越，一路洒下光明……”这个旋律，在
运城上空，在运城人的心上，久久回响。

那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情怀激荡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三团歌剧《党的女儿》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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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孙芸苓）7
月13日，“第七届著名作家看山西运
城行”活动在我市启动。由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阎晶明等10名全国著名
作家组成的采风团，将在我市进行为
期一周的调研采风，以文学的方式全
方位展现运城乃至山西的深厚历史、
风土人情和文旅融合的发展成就。

本次活动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山西省作家协会协办，香港
商报承办。近年来，“著名作家看山
西”采风活动陆续邀请了全国 40 多
位文学大家来山西采风创作，为全方
位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学支持，让山西因
名人名作而更加厚重，让名人名作因
山西而更加闻名。

此次采风，作家们将在一周里，
参观走访万荣、河津、夏县、芮城、永
济、运城市区境内的李家大院、后土
祠景区、龙门景区、大梯子崖景区、司
马光祠、永乐宫、西侯度遗址、尧王台
景区、河东池盐博物馆、关帝庙等历
史文化景点，以及河东书房等惠民工
程。

运城是能代表山西传统文化精
粹的集中展示区，各位作家在采风期
间，将围绕人类远古文化、黄河根祖
文化、农耕源头文化、关公信仰文化、
河东民俗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寻访
文明踪迹、感悟历史沧桑，触摸时代
脉搏，欣赏大美河山，用如椽巨笔写
出锦绣文章，让古老而厚重的山西再
次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

此次活动也是讲好运城故事、传
播运城声音、展示运城形象的一次难
得良机。各位名作家将通过丰富多彩
的采风活动，把运城多元文化、盛世
美景、乡村振兴等内容一一展现，从
文化的角度向海内外读者解读运城、
推介运城、宣传运城，展示新时代运
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新作为、新风采。

▲采风团一行在万荣后土祠
秋风楼前合影 孙芸苓 摄

讲好运城故事
传播运城声音

第七届著名作家
看山西运城行
活动启动

▲叛变革命▲姐妹情深▲大义救孤

记者 薛丽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