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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

亮，仍有锣鼓响。”一首民谣，在江西景德镇

乐 平 市 传 唱 至 今 ，道 出 深 厚 的 戏 曲 文 化

底蕴。

但当你走进乐平，仍然会大吃一惊。70
多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古戏台和仿古戏台

竟 然 有 近 500 座 ，如 珍 珠 般 点 缀 在 山 水

之间。

想不到，活跃在戏台上的乐平市赣剧

团，保持着如此高的演出频率与演艺水准，

如一条丝线，将古戏台串珠成链。

走下去，走进去，真切体会到群众对于

戏曲的热爱。这份热爱，成为滋养赣剧艺

术、培育赣剧人才的沃土。

“要请就请乐平市赣
剧团，有面子”

车在路上跑着。“慢点。”乐平市文化馆

研究员蒋良善叮嘱司机，手指往远处指点，

“你看，那栋老建筑就是老戏台子！”

自 13 岁开始接触赣剧，蒋良善心中便

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让他从爱看戏

到研究戏再到写戏，最终让他放弃了 30 多

万元的年薪，回到乐平专心做戏。

乐 平 自 古 便 是 戏 窝 子 ，爱 戏 ，便 有 戏

台。多年来，蒋良善如蜜蜂采蜜一样，巡看

了全县的老戏台子。这些戏台，凝聚了自明

清以来乐平的戏剧史。一些老戏台的隔板

上，还留着几百年前开台戏班子留下的剧

目单。

走进镇桥镇浒崦村，远看金碧辉煌，近

看重檐翘角，榫卯结构一层层搭建起眼前这

座“晴雨台”。这座古戏台历经 400 余年风

霜，仍然是雕栏画栋，正中牌匾上刻着：久看

愈好。“藻井的扩声效果，木雕上的人物故

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细细看，每一处都与

戏有关。”蒋良善娓娓道来，我们的耳畔仿佛

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

10 月 28 日下午两点，还没走进曹家村，

就被一阵高亢的鼓乐声提醒着：好戏开始了！

“戏班子没进场，我就占好位了。”70 岁

的村民吴和金是老戏迷，正眯着眼，沉醉在

台上的《杨门女将》里。

去年，曹家村投了 80 多万元建了这个

仿古戏台。村民代表们围桌商量，戏台钱村

里出，开台戏的演戏钱咋解决？没想到，村

民们听闻请戏班子，纷纷解囊，“要请就请乐

平市赣剧团，有面子！”

平时节省的吴和金，掏 5000 元没心疼，

只想把场面搞得热闹漂亮，请亲戚朋友们好

好听几场戏，也让自己远在石家庄的哥哥，

借着这个机会回乡团聚。这不，一个电话打

过去，两年没回家的亲人立马买了回程票。

“在乐平，开戏比过年热闹！”蒋良善笑言。

开台戏要连唱 5 天，乐平市赣剧团不含

糊，每天从早到晚，两本大戏、两本小戏轮番

上演。

5 点钟，《杨门女将》演罢，家家户户便

升起了炊烟，吴和金家门口一溜的长桌摆

起。流水席间，聊起白天这几场戏，兴起时

免不了高唱几句，赢得掌声的更忙不迭敬

酒，一年的离别与辛劳，都在这热热闹闹中

得到了释放。

团长入戏了，团员们
“扛着编织袋闯省城”

“每日里钓鱼养性……”海南某林场，胡

海栋对着满眼香蕉林，心中苦闷，不觉喊出

《江边会友》中的唱词。

镜头一转，2024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

典上，胡海栋饰演《江边会友》中的尉迟恭，

“倒也落得个清闲快乐……哈哈哈。”一段豪

迈唱词出口，满堂喝彩。

一段唱词，却有两种心境。当年胡海栋

辞职下海，在海南种起了香蕉，却仍然难以

丢掉自己的赣剧情怀 ，7 年后回到赣剧团

时，已是人到中年。好在嗓子一直没丢，胡

海栋积极转型大花脸，利用一切机会，完善

自己的表演方式。

在 2024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式

上，胡海栋被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净行）

中青年英才”荣誉称号。去昆山展演候场

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唯一一名县级剧团演

员。演出后，他摸出手机给赣剧团团长程慧

发了条微信：“赣剧团给了我们越来越大的

舞台和锻炼机会，这个奖项，是每名团员努

力的成果。”

一条微信，让程慧心中五味杂陈，2021
年，她从市文联副主席平调到乐平文化馆当

馆长。看十来分钟折子戏都要打瞌睡的她，

到了文化馆才知道，乐平市赣剧团已经并入

文化馆，文化馆馆长也是赣剧团团长。“宁带

千军万马，莫带敲敲打打。”老话涌上心头，

却让好强的程慧跃跃欲试。

彼时的赣剧团，经历着改制带来的阵

痛，演员们虽然仍有排练，却得过且过，心气

提不起来。赣剧团和程慧一样，急需一个舞

台，“跟自己较较劲！”程慧说。

为了参加 2022 年第八届江西艺术节，

程慧拉来了蒋良善当老师，从零开始学习，

关于赣剧的历史、表演甚至古戏台都要补

课，笔记记了几大本，蒋良善笑道：“程团长

入戏了。”

过去参加江西艺术节，赣剧团往往只报

戏剧类专项，这次程慧却一口气报下 13 个

子项目，甚至连广场舞都不放过。

“不求拿奖，但是多一分展示就把我们

赣剧团多推出去几分，我们要让全省老师们

看到我们赣剧团的特色和优点。敢不敢试

试？”程慧给大家打气。

备战的那 3 个多月，沉寂的文化馆里，

每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都是锣鼓齐

鸣，声震九霄。

比赛日，为了节省成本，团里置办了最

简单的行头，设备用编织袋装了几袋，戏称

要“扛着编织袋闯省城”。

艺术节上，赣剧团一出手便不凡，大戏

《瓷·心》获得评委交口称赞，拿下第八届江

西艺术节·第十二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大戏

新创剧目奖。器乐表演中，结合赣剧打击乐

与瓷乐特点编排的《惊蛰》，一出场便让大家

眼前一亮，顺利进入复赛。复赛中，大家又

别出心裁将打击乐演奏与赣剧行当唱腔相

结合，打造了一出《生旦净末丑》。

“复赛后，大家觉得已经充分展示了特

点，退了房便要打道回府。还没出发，决赛

通知到了，乐平市赣剧团成了器乐组唯一一

个入围的县级赣剧团。”程慧回忆，可大家傻

眼了，决赛的曲目没准备。

怎么办？赣剧团几十年基层表演积累

的底蕴充分发挥，大花敲鼓、二花打锣、老旦

拉胡……用了半天时间，捏合了赣剧“九角

头”特色发声作为开场，结合锣鼓特点排出

的新曲，拿下全省总决赛第四名。

一场“战斗”，让久违的精气神又回来

了。团员“扛着编织袋闯省城”的美名，在乐

平市传为佳话，各类演出邀约不断。乐平市

赣剧团，火了！

好消息接踵而至，在乐平市委市政府的

支持下，相关部门为赣剧团提供编制待遇保

障，曾经让人头疼的编制问题得到了解决。

如今，全团演职人员 66 名，有国家二级演

（奏）员 9 人，三级演（奏）员 36 人。“在基层剧

团，是难得的‘九角头’齐全的存在！”蒋良善

评价。

翻开手机，程慧给我看了演出排表，已

经排到了明年 3 月份，演出以乐平为中心，

辐射到了周边 10 余个县市，每年要在基层

演出 400 多场。

赣剧是历史的留声
机，也是时代的播放器

10 月 19 日晚上 7 点，景德镇陶溪川大剧

院，大家陆续入场，等待一场与赣剧的约会。

乐池里，响起铿锵的音乐，凑近一看，竟

然是一支交响乐队。舞台上，精美布景变

换，演绎出一部荡气回肠的《李迩王》。

台下，蒋良善感叹，“这个本子成稿近

10 年 ，如 今 却 让 一 个 县 级 剧 团 搬 上 了 舞

台。”根据莎士比亚经典剧作《李尔王》改编

的这出赣剧，是他尝试以赣剧与莎士比亚经

典进行对话的新探索。

同《李迩王》一样，在乐平市赣剧团，古

老的艺术并不只有一张面孔。

乐平市第十九小学，孩子们在蒋良善和

赣剧团青年演员吴雅静的带领下排练赣剧

课本剧《雪孩子》，云手、踱步、走台……摆得

有模有样。从老师讲学生听到老师导学生

演，2021 年开始，乐平市赣剧团走进课堂。

如今，有了课本剧这个创新平台，赣剧团更

受学生欢迎，每年进校园达 500 多节课。

2024 年，在音乐和表演上巧妙运用了

赣剧四平调和老拨子声腔，融入戏曲舞台程

式化表演的《雪孩子》，荣获第八届江西省少

儿戏曲小梅花大赛集体组最佳剧目奖和“全

民美育”青少年戏曲展演全国美育铜星。“第

一次接触课本剧就觉得好惊喜，没想到戏曲

可以这样玩。希望有一天可以走上赣剧的

大舞台。”从配角演到主角，五年级的詹星桐

同样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在赣剧团负责新媒体，程军才 2022 年

才 开 始 起 步 ，身 上 的 家 什 却 很 齐 备 。 仅

2023 年，剧团在抖音直播演出 320 余场，平

均每场观看人数 6 万—8 万，总计浏览量超

530 万。

“看戏需要导赏，一部戏为什么要看角

儿，因为舞台、式子、本子基本固定，演绎出

自己的风格全靠演员功力，从妆容到动作，

要细细品。我就是网络导赏，让更多年轻人

能够看到赣剧的内核！”程军才解释。

舞台、传承、创意，赣剧团要走得远，3
个要素都不能丢，而乐平市赣剧团之所以能

够留住和吸引年轻人加入，也是因为这 3 个

要素。

如今，随着一批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

成长起来，“九角头”几乎每个角色都有新生

代，乐平市赣剧团拥有了一批可挑大梁的后

备力量，也成为他们坚持守正创新的最大底

气。“在大家心中，赣剧是什么？”我问道。“是

我们的饭碗，更是戏迷们的心灵家园，需要

我们一生去钻研和守护。”演员们回答。“它

是历史的留声机，也是时代的播放器。”程

慧说。

     一座 7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有近 500座古戏台和仿古戏台—

在在乐乐平平，，爱爱戏便有戏台戏便有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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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活跃在戏台上的乐平
市赣剧团，如一条丝线，将
全市近 500座古戏台、仿古
戏台串珠成链。

舞台、传承、创意，赣
剧团要走得远，3个要素都
不能丢。在年轻团员们心
里，赣剧是饭碗，更是戏迷
们的心灵家园，需要用一
生去钻研和守护。

为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周

年、中国核工业创建 70周年，由东华理工大学

出品的原创音乐剧《核地花开》前不久在京上

演。作品沿着新中国核工业发展深厚而壮阔的

历史脉络，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致敬核工业人。

该剧以一生从事核地质工作的张华为

叙事主角，从年轻学子收到录取通知书讲

起，串联起老师、妻子、同学、学生等人物关

系。在“以身许国”“相濡以沫”“山高水长”

“志通四海”“核梦飞扬”五幕中，再现三代核

工业人甘于奉献的人生往事。“张华们”的故

事纯粹而朴实，具有穿透时代的真诚力量。

作品抓住音乐剧诉诸音乐形象的本体特征，

通过音乐和舞台叙事完成形象塑造。男声

二重唱《中国的未来》、男女声二重唱《不负

韶华不负你》、独唱《传承的使命》和男女声

四重唱《人生若只如初见》完成了音乐形象

的逐步确立，呈现出清晰的个人成长轨迹。

“实验室就是战场”一段，集中表现了张华受

教于刘老师的细腻情节，当他在导师的指引

之下终于能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之时，恩师

却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核工业建设的历史

洪流之中。老师的逝去感召着张华，让他真

正体会到了忠诚与奉献的意义，他也完成了

由学子到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蜕变。这既是

男主人公成长历程的个体叙事，又是对以张

华为代表的一代核工业人的集体描摹。以

情感体验完成对历史的回溯与讲述，使作品

在表现重大题材时有了更多情感支撑。

《核地花开》在艺术层面做出的实践与

探索，体现了本土原创音乐剧对民族美学的

继承与呈现。《核地花开》舞台空间的建构不

缺乏音乐剧本体特征，兼有浓郁现代感。写

意化的明灭光影、简约而不简单的造型、充

满传统舞台流动意识的调度、强烈的抒情方

式等，都使作品在以严肃态度呈现历史故事

的同时，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和美感。

音乐剧在中国化与本土化的传播与发

展过程中，民族美学原则与中国传统戏曲舞

台观念的融入是重要一环。《核地花开》抒情

场面与导演节奏的把控融入了传统戏曲的

美学观念与表现手段，如“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这一原则的运用，放大某些特定的舞台

时空。剧中几处表现夫妻感情的场面都会

看到这种情感延宕的效果。从妻子雪梅清

唱《摇篮曲》的段落，一直到孩子发烧、雪梅

在灯下写信等场面处理，都是延续传统舞台

观念中对“情”的放大。又如“写意”与“写

实”两种手法在明暗场处理上的运用。刘老

师生病一场戏以明场处理，重写实，目的在

于增加现场感和代入感。而刘老师去世一

场戏则做暗场处理，重情感层面的大写意效

果，让恩师身上的奉献精神在舞台的虚实之

间成为张华的精神指引。

该剧舞台采用写实道具与符号化景观相

结合的置景方式，突出时代感，更突出象征意

味。开场时低饱和度的服装与色调，让人瞬间

回到那个纯真朴素的年代，而天幕上升腾的朝

霞提供了一种对比，寓意着青春的力量和热

血。每一幕的舞台置景都有形态各异的树形

设计，象征三代核工业科学家在精神谱系的开

枝散叶，也象征磅礴与细腻两种情感的交汇，

这些都呈现出独特的创作美学追求。

当青春涌动的剧场亮起谢幕的灯光，掌

声代表着年轻观众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这

部作品以音乐剧的形式，对以忠诚与奉献为

内核的核工业人精神做了艺术化的阐释和

表达，打开了音乐剧创作的新格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硬核”题材的柔性表达
—评音乐剧《核地花开》

孙红侠

《北上》是一部内容与形式

各领风骚又有机融合的话剧。

它让我们领略到了舞台艺术特

有的魅力。

要说清楚这部话剧，可能

先要从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

上》说起。也许在多年以后，有

人会将《北上》这部长篇小说读

成一部历史——关于中国大运

河的历史。我们能想象，徐则

臣在写这部长篇小说之前，做

了多么详细的考察工作和田野

调查。那些写运河史的史学家

们，也许付出的精力比徐则臣

还要多。他们看了许多历史记

载、面对了许多有关运河的文

物，但是徐则臣感应历史的方

式与史学家们大不一样。他感

应历史的方式，是一个文学家

的感应方式，与史学家们的兴

趣点、关键点也不一样。

一部写个人经验的小说，

也可以呈现出丰厚的、博大的

集体记忆；一部虚构的文学作

品，也可以呈现出坚不可摧的

历史真实。这大概是小说存在

的理由之一。

那么，话剧《北上》是否延

续了小说体现的历史精神呢？

我以为是延续，并且很好地延

续和发扬光大了。杭州话剧艺

术中心选择《北上》进行改编的

原因，大概其中也有这一点：作

品的历史感。剧中，从杭州到

扬州，从扬州到淮安，从淮安到

聊城再到通州，我们看到的既

是船的航行路线，又是历史演

进 的 路 线 。 小 说 深 邃 的 历 史

感，原先在文字里，现在在舞台

上，在灯光里，在造型里，在表

演中，相对于小说而言，“历史”

变得更加直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剧《北

上》已经不再是小说《北上》。

我们大概都注意到了这部

话剧别具一格的架构：它既有竖线，又有横线，既在从前，又在现

在——从前与现在经常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于舞台同一空间中进

行的。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但又是相互呼应的。

这样一种架构方式，也是吸纳了小说的结构。小说《北上》

写的是一条蜿蜒中国南北的河。写河流，很容易就会“顺流而

下”，按河流的流淌方式，将作品搞成一条河的架构。顺时序、顺

空间前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徐则臣打破了我们的预测。

小说时间从 1901 年一下子跳到了 2012 年、2014 年。当我们以

为它要成为河流架构时，它又跳回到 1901 年，甚至溯流而上，到

了 1900 年，最后又写到了 2014 年。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架构，

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千回百转、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记得 2019 年，原著小说《北上》研讨会上，我曾说：“这种安

排，是否有值得我们探究的意味呢？但至少构成了一种阅读的

魅力。”加之叙述人称的改变，我们不住地猜测这些人物之间的

关系和来龙去脉，我们一定会有人世无常却有常的感叹与对命

运的哲学思考。

通常，我们会说，小说是一门说事的艺术，哲学是一门说理的

艺术。但，我另有看法：小说完全可以说理，关键不在于说，而在

于怎么说。小说本就应该给人“理”：人生的理，生活的理，事物的

理，天地的理。小说《北上》离不开这些自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

理。书中有很多精彩的富有哲理的句子，它们顺理成章地镶嵌在

行文中，使这部小说变得厚重、富有力度，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话剧与通常的小说相比，它不仅是说事的，还是说理的，而且

后者有时比前者更重要。在话剧《北上》中，我们已经充分领略到

了这一点：四周一片寂静，众多人物似乎都处于静止状态，而只有

一个演员富有感染力的长段独白，有力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话剧的说理会使剧场笼罩着理性的光芒，而在“肯定之否定”

的双方对峙中，那“理”就像反复打磨的剑，越来越亮，越来越锋

利，结果就是观众被“理”征服。而舞台独白，其实也是在“肯定之

否定”中进行的，我们在话剧《北上》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说理之所以极富感染力，还因为它的说理总是与情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其实都与情有关。

话剧《北上》验证了“形式即内容”的论断。这是一部充满形

式感的话剧。它改变了我从前看《樱桃园》《茶馆》等话剧的记忆。

一个舞台，在形式上变化万端，让人惊叹。旋转的舞台，或升或降

的船——那船本身就富有形式感。在背景幕上徐徐降落的角色

名字、灯光、布景、道具，舞台上的一切，莫不具有形式感。但观众

喜欢，因为这些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当那只饱经沧桑的船在舞

台上徐徐上升，最终定格于空中时，一个词在我心中升起：永恒。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戏剧是空间的艺术。一个有限的舞台空间，

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北上》的“画面感”，是我个人话剧欣赏经验

中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它数次让我想到了绘本：我写了本

子，而那个画家——当然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在完成插画时，绝不

是对文字的解释，而是再创作。徐则臣的小说与话剧在舞台上的

展示，非常像绘本中文字作者与画家的关系。那些画面，许多是

徐则臣小说中并没有的，他只是写了一句，并无具象，但现在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话剧中生动的画面。

观看话剧《北上》，我领略到了庄严。所有演员演出的认真，

包括那些负责灯光、舞美等人员的认真，让人肃然起敬。期待日

后，话剧《北上》经过进一步修改、润色，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史上

一部具有经典性的作品。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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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市赣剧团在老北街戏台上的惠民演出现场。 汪和云摄   

▲话剧《北上》剧照。 尹雪峰摄   

▲《核地花开》剧照。 闫文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