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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凌晨，著名词作家、中

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乔羽离开了我

们，但他的作品深深地滋养了我们的

心灵。

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大众的深

厚情感，对美好生活的宏大愿景，对

艺术之美的无尽探索，是乔羽创作的

不竭动力。

30 余年前，我初识乔羽，问了深

藏内心多年的问题：“乔老师，我小

时候去北海，印象中那里有些破旧，

您怎么会把它写得那么美？”他哈哈

一笑：“我们这辈人年纪轻轻就参加

革命，亲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我们堂堂正正地进了北京，那

会儿见到一块砖、一片瓦，都觉得是

美的！”

我理解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

歌词里，他写下的是虽百废待兴但生

机勃勃的新中国。那句“我问你亲爱

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

活”，并不需要答案。他留给一代代

少年儿童的，是值得一生思考和回味

的深刻哲理。

乔羽的青少年时代在鲁西南度

过，他深深热爱着自己成长的这片土

地。当年，他为电影《上甘岭》谱写插

曲《我的祖国》，把自己第一次见到长

江的体验写进歌曲。在北方住惯了

的乔羽第一次见到长江，感慨“那么

大的河，那么绿的水，我兴奋极了，江

岸边大片的水稻飘着香气，还有那通

往大河的小河汊星罗棋布，河面上的

船儿扬着白帆……”，于是有了“一条

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

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

惯了船上的白帆……”。乔羽曾在一

篇文章中谈及创作由来，他认为使用

“一条大河”是从生活实感出发，如果

使用“万里长江”，歌词或将流于平

庸。他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

于自己的河，用“一条大河”可以自然

地唤起人们心中的情感。

乔 羽 也 会 具 体 地 写 某 一 个 地

域。“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

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

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

旁。”谁都知道这是写山西。

新中国成立 8 周年之际，乔羽与

《我的祖国》的作曲者刘炽再次合作，

写下《祖国颂》。“江南丰收有稻米，江

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

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大气磅礴，令

人动容。

乔羽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的创作成员之一。《东方红》被拍

成了电影，其中的作品成为一代人的

文化记忆。

“在写关于祖国的歌词时，我主

要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感情，要让大

家唱着这支歌，享受美、创造美、珍惜

美，同时就会产生一种情感：为了这

美好的国家，为了让河流改变模样，

自己得为她多做一些贡献。”正如乔

羽所言，他从青年写到老年，虽然歌

词的题目各有不同，但“主题只有一

个，就是我的祖国”。

好 的 歌 词 须 有 诗 的 境 界 、诗 的

哲思、诗的品格，但又要明白晓畅、

朗朗上口，得让最广大的听众能从

歌中受到感染。比如，乔羽写下的

“ 夕 阳 是 晚 开 的 花 ，夕 阳 是 陈 年 的

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

情”充满了温馨和潇洒。

大 多 听 众 赞 赏 乔 羽 词 作 的“白

话”风格，但他也常有机锋暗藏的哲

理。如《黄果树瀑布》中“人从高处跌

落，往往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落，偏

偏神采飞扬。”《巫山神女之歌》中“我

把议论付与古往今来的过客，我把豪

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乔羽将自

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不露痕

迹地融入词作。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乔 羽 写 下《思

念》，很多听众都好奇词中“蝴蝶”究

竟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乔羽调侃

地以“一千个听众就有一千只蝴蝶”

应答。他曾告诉我，看见蝴蝶从窗户

飞进又飞出，他的感觉是惆怅。千万

个听众何尝不是各有各的惆怅、各有

各的思念？可见，豪放的诗人也有精

致的婉约之作。

乔 羽 的 艺 术 作 品 可 谓 雅 俗 共

赏。他曾说：“但愿有二三言流传世

间。”他一生奋笔，努力躬行，在“容易

写，写好难”的歌词创作领域努力耕

耘。许多人说自己是听他的歌长大

的变老的，还有人说一家几代人都爱

唱他写的歌。

如乔羽自己所言：“沧海桑田，白

云苍狗，历史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他

要留下的谁也无法赶走，他要送走的

谁也无法挽留。”乔羽在一生的创作

生涯中，留下百姓广泛传唱的大量优

秀作品。乔羽的创作态度和美学观

念，值得我们好好去体味探究。

（作者为《人民音乐》杂志原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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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人物速写。

蔡华伟绘

闽南语称“信”为“批”。侨批是海外

华 侨 华 人 通 过 民 间 渠 道 以 及 后 来 的 金

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

附言的汇款凭证。2013 年，由广东、福建

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一纸侨批系家国。歌仔戏《侨批》是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近年不断打磨的一

部作品。该剧曾获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

“优秀剧目奖”、第三十四届田汉戏剧奖

剧本一等奖，参加了 2020 年戏曲百戏（昆

山）盛典开幕式演出。

侨批以文字形式承载闽南历史的记

忆，歌仔戏则以戏曲形式描摹闽南人的

集体情感，歌仔戏《侨批》实现了题材选

择与剧种个性的统一。

侨 批 故 事 蕴 涵 故 土 乡 愁 、家 国 情

怀。剧作家曾学文深入研究侨批题材，

关注传递侨批的人，他们将性命交予变

化无常的大海，每次“送批”都是冒险。

怀着对这一群体的悲悯和敬佩，以厦门

第一家专营银信汇款的“日兴批局”创始

人黄日兴为主人公，《侨批》书写了一段

万里乡愁与故土难离的故事。

歌 仔 戏《侨 批》找 到 可 知 可 感 的 着

力 点 ，将 宏 大 叙 事 融 入 具 体 的 人 、物 、

情。既有主要人物的独特性，又有群像

的普遍性，展现侨批从无到有的艰难历

程，勾勒出闽南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内

核 。 剧 中 的 黄 日 兴 敢 拼 会 赢 、有 情 有

义、诚信立业，从一开始为爱情搏命送

侨批，之后因同情侨眷，为担负社会责

任将生命投注侨批，最终建立批局。剧

中还塑造了一群心系家、情寄乡、吃苦

耐劳寄“批”回家的闽南汉子，以及一群

留 守 家 园 等 待 侨 批 的 人 。 舞 台 上 的 他

们，或喜或悲的命运，构成生动丰富的

侨批故事。

全 剧 情 节 跌 宕 起 伏 ，舞 台 调 度 灵

动。转台以放大的侨批为底板，富有创

意和视觉冲击力。“批”成为这出戏的推

动力。戏的前半段，因为没有收到“批”，

满溢悲苦。戏的后半段，因为有了“批”，

充满希望，戏的基调也由此从沉郁走向

激昂。全剧由两地两个舞台空间构成，

交替叙述着日常的情感波澜。连接两地

的侨批，牵动着两地的心、两地的情。每

一封“批”，都是一部家史，记录着每个家

庭的悲欢离合。

该剧以时空叠置呈现悲喜对比。比

如，剧中女主人公如意无奈出嫁之悲与

男主人公黄日兴的归来之喜形成反差。

戏中的第一封“批”是如意写给父亲的

信，如意念信，在外打拼的工人们在听，

仿佛听见的是自己的家书，那是他们内

心期待的佳音。

歌 仔 戏《侨 批》的 音 乐 充 分 彰 显 了

剧 种 的 力 量 。 在 保 持 剧 种 特 色 的 基 础

上，作曲家将交响乐配器手法融入音乐

创作。以歌仔戏传统曲牌“大哭调”提

炼主题，悲怆厚重的基调蕴含生存的艰

辛、命运的多舛、个体的奋斗。无论是

主角的独唱、重唱，还是伴唱、合唱，每

一句唱腔都精雕细琢，剧种特点鲜明，

且 因 板 式 变 化 而 富 有 情 感 。 唱 腔 伴 奏

音乐中，琵琶如泣如诉，大提琴沉吟低

唱，让观众在旋律中感受那份望眼欲穿

的等待。

闽南有关侨批的故事千千万万，闽

南的很多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

的侨批故事。歌仔戏《侨批》展示了那个

年代闽南人远渡重洋谋生的生存状态，

表 现 了 朴 素 真 挚 的 家 国 情 怀 与 责 任 担

当，传达出敢拼爱赢、义气诚信、念家爱

国的精神。情感浓烈的歌仔戏音乐，擅

长抒情的歌仔戏剧种，成就了一台用地

方戏讲好家国故事、重温世界记忆文献

遗产的艺术佳作。

（作者为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副

研究员）

用地方戏讲好家国故事
李 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 国 作 协 十 大 开 幕 式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指

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

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

华文化生命力。”

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

西北地区深受大众喜爱，有悠久的历史

脉络和丰厚的历史积淀。来自西北 5 个

省区 33 个剧团的名家新秀献上 70 余台

秦腔大戏，10 天内 10 万观众现场观看，

1400 万网友收看直播……近日，由中国

戏剧家协会、陕西省文联和西安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

（以下简称“艺术节”），让戏迷过足戏瘾。

本届艺术节既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

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戏曲艺术的人民

立场，也是戏曲艺术守正创新的有益探

索。一些优秀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为秦

腔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累

经验。

以秦腔为主体以秦腔为主体
演出剧目丰富多元演出剧目丰富多元

戏曲发展到明朝中叶，昆曲与北方

梆子戏的鼻祖秦腔形成。从此，秦腔这

种雄健、激越、高亢、富含情感张力的戏

曲在西北这块土地获得长久生命力，成

为当地人情事理的艺术表达，并成为破

解戏曲生命密码的代表剧种之一。

综观本届艺术节，一是剧目丰富多

元，二是表演形式多样。既有优秀折子

戏专场，也有新剧目和传统戏。新编历

史剧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

团的《诗圣杜甫》和宝鸡市戏曲剧院的秦

腔《祥云楼》，获得较高评价。前者努力

运用传统唱腔，在舞台上塑造忧国忧民

的人物形象，将行当程式与人物情感融

于一体。后者取材于《吕氏春秋》，该剧

40 多年前下乡演出时就场场爆满，此次

重排后，全剧艺术形象更加饱满，节奏波

澜起伏。新编的现实题材剧目也绽放光

彩 。 西 宁 艺 术 剧 院 创 排 的 秦 腔 现 代 戏

《湟水河畔》，讲述湟水河畔白石村党支

部书记郭秀华和驻村工作队队长祁琴共

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剧

中加入了“花儿”的传统音乐元素，民歌

的优美旋律为该剧增色不少。

本届艺术节提出“大秦腔”概念，即

以秦腔为主体，包括与秦腔相关的其他

一些剧种在内，共同参加展演。陕西富

平县阿宫剧团的新编现代戏《红梢林》和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新编碗碗腔《骄杨

之恋》就是如此。阿宫腔的古朴典雅和

碗碗腔的细腻委婉，既与秦腔形成风格

差异，又让大众对西北文化的丰富内涵

产生更加具体全面的感知。两个剧目分

别由梅花奖得主、秦腔表演艺术家齐爱

云和李梅主演。齐爱云曾在舞台上塑造

了众多古典青衣和刀马旦形象。《红梢

林》是现代戏，阿宫腔和秦腔两个版本，

需要保留各自的戏曲特点，演员表演起

来殊为不易。导演查明哲和编剧王建平

合作的《骄杨之恋》，通过散文式结构、诗

意呈现，让碗碗腔这一地方剧种有了新

表达。“二度梅”得主李梅秦腔、碗碗腔与

眉户皆能唱能演，浅吟低唱张弛有度，角

色的完成度较高。

秦腔的传统剧目多，雅俗共赏的折

子戏多，新中国成立后“推陈出新”加工

整理的剧目多。比如，《三滴血》《赵氏孤

儿》等常演不衰。《秦楼案》《许铁堂》等剧

目在观众中早有一定口碑，又经重新打

磨，也是本届艺术节的重要收获。

““戏无技不惊人戏无技不惊人””
体现秦腔艺术蓬体现秦腔艺术蓬

勃发展生态勃发展生态

戏剧节和艺术节始终是推动戏曲艺

术发展的重要形式。戏剧节的功能和定

位，在不同时代有一定差异性。1952 年，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开启了全

国 范 围 内 各 戏 曲 剧 种 交 流 演 出 的 新 模

式。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各地

分大区或分省举办的现代戏会

演，各剧种剧团共同参与的大

型演出活动，促进了戏曲的跨地

域交流传播。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各类戏剧节和艺术节突出评奖

环节，会演在扶持戏曲生存发展方

面的作用愈发显著。会演及评奖

有利于激发戏曲艺术从业者的荣

誉感和积极性，提升各级政府扶持戏曲艺

术的热情，但如何寻找交汇点，将专家标

准与大众审美相统一，是艺术节遴选剧

目、风格定位面临的新课题。本届艺术节

在这方面的实践，值得借鉴。

从 艺 术 节 开 幕 演 出 的 西 安 易 俗 社

《三滴血》到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上

下本《狸猫换太子》，从陕西省戏曲研究

院的《穆桂英大破洪州》到陕西省周至县

剧团的《杨门女将》、西安市豫剧团的《秦

豫情》、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铡刀下的

红梅》等，本届艺术节的剧目展演，体现

了秦腔艺术蓬勃的发展生态。有着百年

历史的西安易俗社代表着在城市中不断

吸引年轻人的老字号传奇，陕西省周至

县剧团则是在一年几百场进村演出中不

断壮大的民间力量。

秦腔传统深厚，诸多绝技赋予其强

大的艺术表现力，是其常演不衰的重要

原因。艺术节上，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

院的《狸猫换太子》深得观众好评，就是

由于剧中高超的表演技巧。通过精彩演

技表现戏剧冲突，是秦腔的艺术积淀与

美学特色。“戏无技不惊人”。了解并满

足观众对具有高度技巧性的戏剧表达的

需求，保持并提高秦腔的技术水平，是当

下秦腔艺术发展的重要命题。

由于演出剧目形态多样且代表了当

下秦腔艺术的最高水平，本届艺术节多

数场次观众爆满，直观地说明了艺术节

集传统戏、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于一体

的剧目遴选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不同观众的期待。

观众深度参与观众深度参与
拉近戏曲与大众的关系拉近戏曲与大众的关系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每个戏曲剧种，都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

态度、一种智慧。人们喜爱秦腔，西北各

地有许多群众自发组织的“自乐班”，他

们喜欢唱戏演戏，是秦腔的铁杆观众。

本届艺术节期间，“戏迷群英汇”每

天举办，“名团进校园”活动有声有色。

除各剧院演出外，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

每晚都有各地秦腔剧团与戏迷的交流互

动。在西安市永宁门环城公园，每天下

午都有梅花奖艺术家走进戏迷群众的活

动。艺术节还采用“线上+线下”的演出

模式，以“动漫+摇滚+秦腔”的互联网传

播新思路，打造虚拟推荐官“秦筱雅”，拉

近了秦腔艺术与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

距离。这些活动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

形的，也是长久的。

更多观众的关注与喜爱，是戏曲传承

创新的巨大动力。戏曲艺术之所以千百

年来深入人心，正是由于观众在欣赏演出

的同时有强烈的参与热情。戏迷票友的

业余演出既是戏曲传播的重要方式，又是

培养新一代戏曲观众的极佳途径。优秀

的表演艺术家积极参与这些戏迷票友的

活动，更是激发普通观众兴趣的渠道。它

能有效地将艺术家拉出个人的小天地，从

更加广泛的生活空间接受滋养。

戏曲艺术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出人

才、出作品，在于反反复复的演出实践。期

待各地戏剧艺术节能够建立戏曲艺术与大

众的紧密联系，为戏曲艺术花繁叶茂培植

沃土，为时代创作出更多立得住、留得下、

传得开的高峰之作。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图①：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虚拟

推荐官“秦筱雅”。图②：秦腔传统戏《穆

桂英大破洪州》剧照。图③：秦腔现代戏

《湟水河畔》剧照。 傅 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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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戏曲艺术发展的
根本出路在于出人才、
出作品，在于反反复复
的演出实践。期待各
地戏剧艺术节能够建
立戏曲艺术与大众的
紧密联系，为戏曲艺术
花繁叶茂培植沃土，为
时代创作出更多立得
住、留得下、传得开的
高峰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