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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讲述的是英雄的故

事，展现的是英雄气概，无论时代更迭，红色故

事蕴含的精神特质都可以打动人、感染人、鼓

舞人。

40 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有更多机会接

触这类题材，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有了更

全面深刻的了解。百年征途上的中国共产党

人，将自己的精神融进祖国的江河、民族的星

空，汇入天地凛然长存的浩气之中，他们的精

神力量和人性的真善美感染着我，我渴望通过

艺术创作将他们伟大的精神呈现给观众。

近 6 年来，我创排了民族歌剧《马向阳下

乡记》《沂蒙山》《英·雄》《红船》《银杏树下》《半

条红军被》、话剧《春天的承诺》《天上草原》《深

海》《记忆密码》、红色题材现代京剧《母亲》，重

排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等。我深刻体

会到，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

始终需要创作者不忘初心使命，认真修炼艺术

功力。

尊重历史，注重对“人”的解
读、开掘和塑造

红色题材戏剧大多有人物原型或取材自

真实历史事件。艺术的观赏性来源于生动和

真实，在创作中，找到与当代观众有认知度、有

共情点的“人”是关键。戏剧是“人学”，注重对

“人”的解读和开掘、对“人”的塑造，是万变不

离其宗的创作命题。

让作品和人物形象可信、可近、可看、可

感、可敬，要通过真实细节、艺术再现，彰显人

物精神。创作者要在历史记录中寻找人物的

本真面貌，在千军万马、大气磅礴中寻找恢弘

浪漫的情感澎湃，这个过程是进入创作的过

程，也是创作的切入点。

民族歌剧《英·雄》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

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的故事。百

年前，20 多岁的他们执着于打破黑暗的旧世

界，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当时，那些年轻

人是时代的引领者，今天，我们的青年通过奋

斗努力实现着中国梦。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我

们是否有百年前青年的激情、勇敢、坚韧与奉

献精神？在追寻这种精神的共性时，我找到了

这个题材的内核和当代性。为了进一步再现

真实的缪伯英，最新的剧本重点修改了一场

戏，增加了缪伯英和新生的孩子依依不舍、又

不得不告别的内容。走进英雄的内心，他们是

鲜活的普通人，面临艰难的抉择，他们的“舍”

便更显崇高。

舞 台 呈 现

的生动性，来自创

作 者 对 生 活 的 发 现

与提炼。深入、多次的

创 作 采 风 是 必 需 的 。 排 演

民族歌剧《沂蒙山》时，创作团队

沿着八路军 115 师东进的路线，对沂蒙

革命老区、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大青山突围战

遗址、“沂蒙山小调”纪念地、红嫂故里等与沂

蒙儿女英雄事迹相关的地点进行深入采风，军

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感在大量素材的

支撑下逐渐丰盈起来。排演《母亲》时，我来到

葛健豪的家乡——湖南省双峰县的深山，只有

到了那里，我才能想象和感受到，这样一位革

命母亲是如何凭着一双小脚走出大山寻找革

命的真理，是怎样独立抚育培养自己的孩子们

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将恢弘的历史

还原于活生生的人物身上，这种感同身受是创

作的源泉。

创作过程中，要把握“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的原则。创作者要思考事件和行动，去探

究这些是否“有可能”发生在人物身上。“有可

能”，是指一切都要符合人物的信仰追求，符合

人物的性格逻辑，或是相类似的一群人的形象

高度集中，反映在剧中某个人物身上。

民族歌剧《沂蒙山》中，夏荷这个人物是虚

构的，但她又是“真实”的。剧中，夏荷在牺牲

之前用血水喂养女儿、给她取名小沂蒙并托付

给海棠抚养的情节，取材于抗日英雄陈若克母

女的真实故事。夏荷牺牲前抱着女儿，一曲

《沂蒙的女儿》唱得观众热泪盈眶。“告别了四

面荷花三面柳，湖水半城山一城。书香已被炮

火染，安逸的心难再平静。”真实的人物原型，

让夏荷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并具有代表性。

再比如，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长征路上

“半条棉被”的故事已经被大众熟知，但史料有

限，不足以立起一部大戏。如何用艺术方式展

现这个题材？我们从给老乡剪下半条棉被的

3 位女红军战士出走之后说起，在作品里展现

这 3 人的命运以及另外半条棉被的“命运”，这

就是艺术想象的空间。

守正创新，注重以表演为中心
的“整体戏剧”呈现

舞台呈现的手段越丰富，艺术门类的融合

表现越综合，观众审美要求越多元，创作就越

要注重以表演为中心的“整体戏剧”呈现，追求

一戏一格。所谓“整体戏剧”，就是舞台呈现不

仅是音乐的、文学的、表演的，它还可以是美

术、建筑、光影、声音等空间和时间艺术的综

合。从这个角度看，创作就具有了创新意义，

将带来一种现代艺术语境下的综合审美愉悦。

当代戏剧要发展，“当代性”问题应引起高

度关注，创作者要注重艺术内容、艺术样式和

艺术品格的多重“升维”。红色题材戏剧创作

要从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出发，探索以戏剧为主

体的舞台多元化表现方式，注重结合视听艺

术，在坚守戏剧本体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舞台

艺术综合表现手段。

在舞台艺术创作中，承载红色题材的戏剧

门类是多样的，话剧、歌剧、戏曲……无论是何

种戏剧门类，导演都应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

对作品进行把握，用符合当代艺术审美的方式

进行舞台呈现。比如，民族歌剧《红船》以“红

船”为题材，聚焦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我们选择非线性的叙事方式，采

用 18 块 3 米宽、10 米高的大板，在舞台上不断

变化，通过推拉帷幕、投影、灯光的有机运用，

形成蒙太奇式的转换，通过两个转台带动 50
个场景和空间，将多个历史瞬间流畅地呈现在

观众眼前。再比如，话剧《深海》讲述了中国核

潜艇事业的开创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

华隐姓埋名几十载，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和跨越

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故事。我们以核潜艇

深潜 300 米为叙事纵轴，以他一生的奋斗为叙

事横轴。舞台呈现上，使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

下潜深度和气压坐标，这既是潜艇的坐标，也

是黄旭华人生的坐标。声光电的设计融合电

影手段，借助

光 影 变 化 ，既 突

出 戏 剧 悬 念 ，也 反

映了人物内心变化。

戏剧创作中，导演的创作

工作要“前移”，应当介入一度

创作。创作民族歌剧《沂蒙山》时，

导演从策划开始，就与编剧、作曲进入创

作，从戏剧文本创作开始就构思舞台呈现样

态。比如，我们希望民族歌剧《沂蒙山》更加交

响化和合唱化，希望它更具艺术张力，就从剧本

结构、合唱和重唱的人物设置讨论研究，这是区

别于传统民族歌剧创作的不同点。全剧 40 段

唱，有相当一部分是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和

多声部合唱，形成了该剧恢弘大气、史诗交响的

音乐特质。我们还在建立戏剧情境和营造戏剧

场面上下功夫，如将众多真实故事进行提炼、集

中、再创作，对第一幕“战争与婚礼”、第三幕“以

命换命”的剧本情节进行大改。

创作者还要探寻与当代观众建立观演互

动的语境，在“守正创新”的大方向上寻找创作

思路。在《母亲》的创作中，我试图寻找一扇吸

引青年观众走进京剧的门，一道艺术之门。在

坚守传统京剧演奏与演唱的基础上，融入了歌

剧的大合唱与交响乐团的伴奏。在舞美呈现

上，将京剧的高度写意性与具有冲击力的视觉

舞台设计结合在一起，使一桌两椅的写意形式

变得灵动多变。这既符合当代青年观众的审

美需求，也完成了创作者对中国当代戏曲舞台

呈现的一次探索。

（作者为原总政歌剧团团长、国家一级

导演）

图①：民族歌剧《沂蒙山》剧照。

图②：民族歌剧《英·雄》剧照。

刘海栋摄

图③：重 排 版 经 典 民 族 歌 剧《小 二 黑 结

婚》剧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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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实践和启示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实践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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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三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

评奖活动在济南落幕。来

自各地艺术院团、院校、群

艺馆的 328 件民族民间舞

作品报名参评，6 件作品获

奖。参评作品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充分体现出舞

蹈创作选材和主题的丰富

性，为舞蹈创作提供了有

益启示。

民族民间舞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

独特魅力。如何在民族风

格、民族特色、民族审美的

基础上，深挖民族民间文

化的内涵美，将传统舞蹈

素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是创作者面临

的重要课题。

“互联网+”为舞蹈搭

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人们

对 舞 蹈 的 关 注 度 不 断 提

高，艺术传播与发展进入

了新阶段。民族民间舞要

实现“破圈”传播与创新，

仍要回归艺术本体。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

艺 术 形 态 始 终 在 发 展 变

化。创作者将民族民间舞

从广袤大地搬上舞台，赋

予时代内涵，注入当代审

美 。 第 十 三 届 中 国 舞 蹈

“荷花奖”民族民间舞比赛

中，由 22 名新疆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学生表演的男子

群舞《阳光下的麦盖提》以

热烈奔放、活力四射的动

人表达，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刀郎舞与山东鼓子秧歌

巧妙融合，表现新疆人民

在党的关怀下沐浴幸福阳

光的美好生活。长春人文学院原创作品《姥姥的田》将新

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与吉林省的袖头秧歌素材紧密结合，

不仅展现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图景，更表达出人民心中满满

的获得感、幸福感。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民族歌舞剧院

有限公司选送的《浪漫草原》将蒙古大草原的景色美与草

原人民的生活美相结合，尽显天地辽阔，抒发草原人民的

率真性情与浪漫情怀。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创排的《移

山》以鼓子秧歌的动态韵律为基础素材，用舞姿勾勒出淳

厚朴拙的劳动人民移山开路的坚韧形象。

扎根人民，植根乡土，放飞艺术想象，才能引发情感共

鸣，升华思想表达。一部优秀的民族民间舞作品，应该让

观众既能品味艺术之美，又能收获深邃的文化哲思。从这

个角度看，本届“荷花奖”作品提供了创新的思路。

走出“小圈子”“象牙塔”，在深刻变化的火热生活中，

创作者找到了灵感源泉。对民族民间舞内涵的深刻把握，

离不开田野调查。创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感动自身、相信

角色，才能真诚表达、感动观众。从 2015 年开始，中国舞

蹈家协会启动了一系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舞蹈实践

活动，这是对舞蹈编创的一次主动尝试。王玫、田露、王舸

等青年编导在统一组织下，深入西藏、海南、河北、湖南、内

蒙古等地区感受民族民间风情，全面了解当地民族舞蹈文

化，吸取养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麦盖提县，舞蹈作

品《阳光下的麦盖提》编导之一张鹏看到在“访惠聚”驻村

工作队队员、援疆干部等群体助力下，当地村容村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民间艺人的精彩表

演、村里的文化墙等动人场景，让张鹏萌发出创作灵感，并

将这些温情真实的瞬间编入作品中。

舞蹈是追求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艺术，体现着创作者

对世界的认识、对文化的态度，民族民间舞更应有“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艺术追求。在本届“荷花奖”中，浙江音乐

学院创排的舞蹈《一条大河》用安徽花鼓灯动作语汇转译出

大河奔涌不息的滔滔盛景，在抒发家国情怀的同时张扬着

诗情画意。舞蹈借女子的形象与身段展现“河流”蜿蜒的流

向与地理特征，在“大河”这一意象中，舞者通过扇子与身体

的延伸对“大河”进行比拟，通过三道弯的塑造，角度的变换

与舞者身体的旋转营造出生生不息的流动感，提取花鼓灯

中“颤、颠、抖、梗”四大动作，对传统舞蹈进行创新性表达。

烟台市文化艺术中心歌舞剧院创作的舞蹈《货郎小小俊翠

花》通过“海阳大秧歌”中典型人物“货郎和翠花”，再现北方

传统乡村集市的热闹场景。

无论媒介方式、表达方式如何变化，舞蹈创作者始终

要回到生活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种在心里”，通过作

品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深邃底蕴和舞蹈艺术的

独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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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入选剧目，新

编黄梅戏《不朽的骄杨》近日在安徽公演。该

剧将革命烈士杨开慧的事迹搬上舞台，融合传

统戏曲与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讲述了杨开慧在

革命道路上成长成熟的历程，唱响英雄赞歌。

杨开慧在从杨昌济之女到毛泽东之妻的

身份转变中，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对父亲的

敬仰之情和对丈夫的爱慕之情真挚而纯粹，体

现了她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她为爱情奋不顾

身，为信仰顶天立地，这是“骄杨”的精神内

核。利用有限的舞台做出充分表达，让这棵

“骄杨”在观众心中扎根。整部戏布局巧妙、节

奏紧凑，跳跃回旋的时间线索散而不乱，将杨

开慧临刑前 4 个时辰的“现在时”叙事把时光

的珠贝串联为一个有机整体。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由上海戏剧学院院

长黄昌勇担任编剧，国家一级作曲陈儒天担任

作曲，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韩生担任舞美

设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创作队伍中，担

纲导演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韩再

芬坦言，这是她的导演“处女作”。她秉持着这

样的创作理念：编剧要让杨开慧在舞台上“复

活”，导演要让杨开慧的人物形象鲜活，演员要

把杨开慧的角色演活。此话朴实，却道出了

编、导、演对该剧的艺术追求。

与影视剧中塑造的杨开慧不同，由韩再

芬、江李汇、陈邦靓联合主演的各年龄段的杨

开慧，是崭新的舞台形象。在黄梅戏《不朽的

骄杨》的舞台叙事中，共出现 3 位杨开慧的扮

演者，她们分别在《芳华》《湘恋》《绝境》《期待》

等章节中演绎着杨开慧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

性。正值“芳华”的杨开慧青春活泼，她家境优

渥、衣食无忧，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闪耀

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橘子洲头“湘恋”的杨开慧

勇敢痴情，她追随“德先生”与“赛先生”，自由

恋爱、坚贞不屈，弥漫着革命的浪漫主义；身处

“绝境”、满怀“期待”的杨开慧，忍受着身体的

创痛和精神上的折磨，安抚孩子、坚持斗争、视

死如归，践行着革命的英雄主义。

全剧尾声部分，《花放》章节优美而悲壮的

音乐声中，杨开慧踏着姹紫嫣红的霞光再次登

上舞台——与序幕遥相呼应着生命的善与美、

信仰的光和热。柔情与牵挂，勇气与决心，这

位集贤妻、慈母、革命者于一身的巾帼英烈信

仰永存，不灭的精神如同热烈绽放后的繁花花

瓣一样漫天飞舞，将浩荡的清气与无限的深情

留在人间。

在写实基础上融汇写意，通过闪回、倒叙、

插叙等电影手段跳出简单的线性叙事，将个人

成长史与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融合于 3 个

叙事层面上，唱响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是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在舞台艺术领域的精彩

创造。主题的升华，要依托于对美好人格的表

达。以杨开慧为代表的时代女性，在宏大叙事

的革命框架下，无疑也具有血肉丰满的生命历

程。个人情感和革命信仰的水乳交融，普通女

性和革命斗士的合二为一，使黄梅戏《不朽的

骄杨》既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精神，又富于革

命的浪漫色彩和强烈的情感张力。可以说，该

剧为红色题材和地方剧种的艺术结合提供了

宝贵的实践经验。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唱响英雄赞歌
刘鹏艳

无论媒介方式、表达方式如何变化，舞蹈
创作者始终要回到生活中，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种在心里”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获奖作品、

男子群舞《阳光下的麦盖提》剧照。

创作者要在历史记录中寻
找人物的本真面貌，在千军万
马、大气磅礴中寻找恢弘浪漫的
情感澎湃，这个过程是进入创作
的过程，也是艺术创作的切入点

红色题材戏剧创作要从当
代观众审美需求出发，探索以戏
剧为主体的舞台多元化表现方
式，注重结合视听艺术，在坚守
戏剧本体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舞
台艺术综合表现手段

核心阅读

图为黄梅戏《不朽的骄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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