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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吉林 王思恭 潘广民

2020 年夏，在市委宣传部、市
文旅局的精心策划组织下，经过三
年多创排、打磨的新编蒲剧历史剧

《忠义千秋》，于近日成功亮相国家
大剧院，受到广泛赞誉。作为该剧
编剧，回顾几年来的创作之路，充满
艰辛，多有感慨。

挑起非同寻常的重担，只
能选择最难的路子

毋庸讳言，这是一次非比寻常
的艰难创作。

因为这是举全市之力实施的弘
扬关公精神的文化工程和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尝试：以大型蒲
剧为载体，以颂扬关公忠义精神为
主题，反映关公波澜壮阔的一生，塑
造既熟悉又陌生的具有关公故里特
色的关公形象。

这一次使命光荣，目标宏伟，难
题凸显——反映关公波澜壮阔的一
世忠义，必须选取其凝聚忠义精神
的几个事件进行连缀，而这种“串糖
葫芦”式的写法在戏曲创作中是面
对特定素材无法采用“一人一事”结
构时的无奈之举。但内容决定了形
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挑起担子，
沿着这条难走的小路，向着目标高
地攀登。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我
们确定了创作思路：即选取关羽生
平中最具忠义品质的“桃园结义”

“土山约事”“画竹明志”“古城会”
“华容释曹”“大义参天”等事件构成
基本故事线，植入河东人文、地理、
景观、典故元素，塑造有血有肉、更
加丰满、更人性化的关公形象。

期间的酸甜苦辣唯有自知，无
需赘述。单是剧本正式的较大修改
就多达15稿，紧随其后的便是一次
次的剧本研讨，其中两次还邀请北
京、省里的专家前来观看彩排进行
研讨指导，主创人员还曾专程进京
聆听资深专家的意见。

编、导之间随时随地的电话、微
信、语音、视频交流讨论更是不计其
数。编剧先后两次集体封闭修改剧
本就长达半月之久，为如何守正、创
新呕心沥血，为既考虑大众审美又
符合专家期待斟字酌句，为努力植
入河东元素又要避免“广告化”质疑
慎重取舍……单是为如何衔接“糖
葫芦”式的场次，是用旁白还是插曲
或是字幕就令编导们颇为纠结，来
回调整费尽周折。

今天，看到我们亲手浇灌的花
朵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激情绽
放，油然生出“感谢艰辛让我们欣
慰”的感动。

融入河东元素，讲出关公
故里才有的关公故事

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
公故事流传，就有对关公的祭祀、
崇拜。但走出河东，知道关公故里
的人却委实不多。这既是关公故
里的遗憾，也是河东关公文化改变
这种状况的使命所在。作为弘扬

关公精神的重头戏《忠义千秋》，责
无旁贷地肩负着让关公故里随着
关公形象一起扬名的责任，在舞台
上丰满关公形象，讲述“不一样”的
关公故事。

我们一是在“序幕”的旁白中，
开门见山地点明“东汉末年……关
羽，诞生在中条山下、盐池岸边的河
东解梁”，一语中的。

二是第一场直接从关羽“仗义
除霸”而被迫出走解梁写起，使关羽
的命运与故土紧密联系。

三是在第三场“土山约事”张辽
前来劝降时，让关羽讲出：“吾河东
昔有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宁饿死
山中”的典故，表现关羽效法前贤、
宁折不屈英雄气节的同时，证明河
东大地上忠义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一
脉相传。

四是合理虚构，设置了从小跟
随关羽习武的徒弟潞成。通过两人
情同兄弟、父子的关系，给关公增添
了仁爱至善的温情色彩，同时让关
羽的故土情怀有了表达、寄托的对
象。

当关羽捧着当年的那包河东黄
土对潞成说：“看到它，就想到了家
乡的中条山、黄河浪、盐湖水……”
时，出人意料的是，国家大剧院的观
众席上竟然爆发出经久的掌声。剧
中人与台下观众的故土情怀竟然发
生如此强烈的共鸣！那一刻，我们
知足。

在现代语境中赋予关羽
华容释曹之新“义”

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是演
义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
节。罗贯中正是通过这一事件的
描写将关羽的“义”推到了至高无
上的境界，深刻影响着之后几百年
的关公信仰，成为元杂剧以来关公
戏中最受人们喜爱、久演不衰的剧
目之一，也是我们创作《忠义千秋》
的必选事件（场次）和一道必须解
答好的课题。

但是，进入新时代，关羽“华容
释曹”之举由历史语境进入了现代
语境，作为新时代的编剧再写“华容
释曹”要服从时代进步提出的新要
求。具体怎么写？

我们在敬畏历史的同时，也从
省文联原副主席、市文联原主席王
西兰先生的研究专著《不朽关公》这
一优秀研究成果中找到了让关羽在
剧中如何释曹的题解，即让关羽在
杀曹与释曹的艰难抉择中，想到杀
了曹操只恐天下更乱，社稷危亡，进
而审时度势。

让关羽如此思考、抉择，就将
其释曹义举由私义、小义，上升为
公义、大义（可以释为现代语境中
的国家大义）。虽仍为虚构，但在
具备艺术真实的同时也不失历史
真实感。

如此，关羽为了桃园集团的生
存发展，进而振兴扶汉安民大业而
释放曹操的义举，无论放到历史语
境或是现代语境中，都是值得崇拜、
敬仰的。

用写“人”的笔触塑造有血
肉的关公形象

关公故事千古流传，关公精神
世代敬仰。宋、元、明、清几代皇帝
为其封王、封帝、封君、封神、封圣多
达21次，民间崇拜更是将关公敬为
万能之神。为此，历来的关公戏几
乎不写不演关羽“败走麦城”。我们
不能苛责崇拜神圣的文化现象，但
包括戏剧文学在内的文学都是人
学。关公被封神、封圣是英雄身后
一千多年的事，而新编蒲剧历史剧

《忠义千秋》要写要演的是关公这个
活生生的人。

盖世英雄也是人！是人就有暖
人之心，就有爱兵如子之情，就会在
风雪中脱下自己身上的斗篷盖在困
睡的士兵身上；就会在自己箭伤尚
未彻愈时，强让潞成将端给他的肉
汤送给伤兵。人心换人心，兵将心
连心：当他令关平带着人马突出重
围前往西川去找刘备时，众兵将却
一起下跪喊出：“要走一起走，要死
一起死！”

是人就不可避免地有失误，有
缺点，也都会在死神降临之际回顾、
反思自己的一生，这是人性的本
能。因此，我们始终把最后一场“大
义参天”的地点放在樊城与荆州之
间（也有回避“麦城”之意），关羽在
攻打樊城失利、上庸刘封拒绝救援、
公安守将献城降吴、吴军“白衣渡
江”荆州失守、自己人马又被敌军重
兵围困陷入绝境、准备决一死战之
际，为其设计、并与导演席凯一同修
改写出了28句核心唱段，让关羽回
忆几十年征程，痛思丢掉荆州的战
略代价，抒发惭愧悔恨之情，遥对大
哥、三弟交代后事。可以说有了这
个勇于为失败担责、豪气干云的大
唱段，关羽的胸襟更显宽广，人生更
具悲壮，形象更加伟岸，蒲剧生角唱
腔慷慨激昂的特色更能发挥到淋漓
尽致。

略有遗憾的是：由于全剧时长
所限等原因，这个唱段上了下，下
了上，最后忍痛割爱裁剪了 14
句，正好一半。果然，国家大剧院
演出次日，有位专家发来微信，开
口直奔那个唱段：“关羽该想的倒
是都想到了，该反思的也都唱到
了，干吗不让多唱几句？让人觉得
只是点到为止，离极致差了那么一
点。”我们对视一笑：专家就是专
家。

关羽“英勇就义”后，导演采用
大写意手法让其披上硕大的金色斗
篷走上神坛，捧读《春秋》，在视觉上
达到了人神合一的效果，让神圣的
关帝形象在剧终前又回到观众的心
中。

创作新编蒲剧历史剧《忠义千
秋》对我们三个“40后”“50后”“60
后”来说，是一个探索创新的过程，
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由于水平有
限，剧本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有待
继续修改、打磨、提升，让戏曲大市
的蒲剧名片更加亮丽，让关公故里
关公戏唱出新高度。

塑造塑造““不一样不一样””的关公形象的关公形象
——创作新编蒲剧历史剧创作新编蒲剧历史剧《《忠义千秋忠义千秋》》有感有感

□王磊

12月2日，央视龙年春晚的主标识正式发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以“龙行龘龘，欣欣家国”为主题，主标识以“龘”字
为主视觉符号，整体设计以中国传统篆刻艺术中
极具特色的“国朝官印”字体——九叠篆为灵感来
源，庄重平衡、中正匀称，彰显出大气雄健的文化
气象。

据央视新闻报道，2024年央视春晚主标识由
中国探月工程、中国行星探测工程标识的设计者
顾永江设计，在传统书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现
代气息的“再加工”，金属质感的色彩光泽让“龘”
字的造型酷似一枚芯片。

据《康熙字典》记载，“龘”出自第一部楷书字
典《玉篇》，读“（dá）”。“龙行龘龘”形容龙腾飞的
样子，昂扬而热烈。从上古图腾到吉祥瑞符，在中
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龙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
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2024 年总台春晚以

“龘”字为题眼，用“龘龘”之姿生动描摹14亿中华
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北京青年报》）

龙年央视春晚
主标识发布

□李洪波

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小巷人家》昨日发
布了一组主演定妆海报。闫妮、李光洁、郭晓东、
蒋欣、范丞丞、关晓彤、王安宇、卢昱晓、石云鹏、周
洁琼、李倩、张瑞涵12位主演的剧中造型首次亮
相。海报以风景油画作为背景，以人入画，仿佛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走入照相馆，在一幅幅取
材于世界各地风景的背景布前，开心地留下青春
最美的样子。《小巷人家》改编自幻想工场作者大
米的同名小说，并由大米担任编剧，张开宙执导，
侯鸿亮任制片人，该剧讲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庄、林两家人同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
里。从单位分房子开始，他们经历了修院子、买家
电、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大学生就业等
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过程。

剧中，闫妮与郭晓东分别饰演庄家夫妇——
黄玲和庄超英，范丞丞和关晓彤则饰演他们的一
双儿女。而小院里的另一家——林家夫妇则由李
光洁和蒋欣饰演，他们的“显眼包”独子林栋哲则
由王安宇饰演。

小巷里两代人的成长、时代的飞速变迁构成
了这部酸甜苦辣兼备的写实欢喜剧，使人不禁去
体味这平淡琐碎中的闪闪光亮，希望用人间烟火
气，治愈观众心。 （《半岛晨报》）

正午新剧《小巷人家》
主演造型曝光

闫妮郭晓东化身“庄家夫妇”
用人间烟火气治愈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