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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至 25 日 ， 在 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举办的

“莫言与中国当
代文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作
家贾平凹谈及第
一次读莫言作品
的感受，就像放
火 烧 荒 的 野 孩
子，“一下子就
是几百米长的火
焰，红黄相加，
随风蔓延，十分
壮观”。在贾平
凹看来，莫言作
品如同果园里疯
长的一棵野生叶
藤，有吸取营养
的能力，更有经
受风雨雷电的能
力。

这种源自乡
土的野性，化作
了莫言笔下一片
片孳生、一茬茬
拔杆的红高粱。

1986 年 问
世 的 《 红 高
粱》，奠定了莫
言在华语文学中
的地位，也将高
密东北乡安放在
了世界文学的版
图上。

近 30 年 过
去，这片红火的
高粱地早已蔓延
出 了 文 学 的 国
度，在不同的艺
术形式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1988 年，张
艺谋执导的电影

《 红 高 粱 》 问
世，荣登多个国
际大奖，成为那
个时代绝对的经
典 。 今 年 10 月
27 日 ， 期 盼 已
久的电视剧《红
高粱》 在山东、
北京、浙江、东
方四个卫视联袂
首播，周迅、朱
亚文主演，掀起
新 一 轮 收 视 热
潮。除此之外，
还有青岛歌舞剧
院 改 编 的 舞 剧

《红 高 粱》， 在
2013 年 斩 获

“文华奖”。
莫言也曾计

划将 《红高粱》
改编成秦腔，这
种如利剑刺破天
空的高亢嗓音，
如黄土地上的阳
光一般刺目、火
辣，好似生命的
呐喊。

在莫言的小说中，一种悲怆高歌的本土戏曲形式，充
满野性，充满力量。下图为茂腔《红高粱》。

在莫言的小说中，一种悲怆高歌的本土戏曲形式，充
满野性，充满力量。下图为茂腔《红高粱》。

穿着花袄的周迅精灵感十足，一颦一笑透着至情至性
的生命力。图①为电视剧《红高粱》拍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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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化部在京召开第
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重点
发布了文化部繁荣艺术创作和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
关工作。这也是前期通过问卷
调查向社会收集来的热点话
题。

文化部新闻发言人、办公
厅主任于群通报了近期文化部
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的举措。
他介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信息公
开、回应社会关切的精神，推
进新闻发布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近期文化部审议通过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工作的
意见，另外经文化部党组批
准，文化部正式成立新闻办公
室。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介
绍了文化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 10 月 15 日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的有关情况和
下一步繁荣文艺创作的计划。
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把创作
生产优秀文艺作品作为文艺工
作的中心环节和工作着力点，
通过艺术创作引导与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
优秀作品评价与传播等3个方
面，把握好文艺发展方向，引
导好艺术创作生产，组织好作
品评论传播，推出更多无愧于
时代的优秀作品，努力开创艺
术事业和艺术工作新局面。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
永新表示，文化部积极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前期已
较好开展了建立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起草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建设、推动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建设、推动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法人治理
结构试点、推进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加快推
进公共文化行业协会建设、广
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等工作。
接下来，文化部将重点推进以
下几项工作。一是抓紧推动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 下发，
认真做好各地贯彻落实工作。
二是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协调组，加快启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三是继续深化
改革，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系列试点工作，争取
在标准化、法人治理结构和基
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等方面取得成果。四是加强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五是加快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立法进程，为公共文化事
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
障。

发布会上，诸迪、张永新
还就繁荣艺术创作、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回答了记者
提问。

文化部：
繁荣艺术创作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部：
繁荣艺术创作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来到高密的人可
以在“复原”的高密
东北乡中看到莫言小
说中的平安庄教堂、
红高粱酒坊、炉包铺
子，还有蛙码头、会
唱歌的墙、透明的红
萝卜、白狗秋千架、
酒缸塔等。图③③为舞为舞
剧剧《《红高粱红高粱》》拍摄场拍摄场
地地。。图④为茂腔图④为茂腔《《红红
高粱高粱》》。。图⑤为图⑤为 《《红红
高粱高粱》》拍摄基地拍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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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腔戏《红高粱》看哭莫言

在这么多的《红高粱》艺术形式中，莫言对
老家的茂腔情有独钟。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胶东地区的戏曲
形式，在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中
被称作“猫腔”。相传在清朝雍正年间，由高密
乡的怪才常茂创立，因唱腔高亢嘹亮，婉转处
犹如猫叫，故而得名。

在莫言的小说中，这种悲怆高歌的本土戏
曲形式，充满野性，也充满力量，同满田野栽种
的红高粱一起，成为生命力的最好的表达。

就在不久前举办的山东·高密第五届红高
粱文化艺术节上，精心编排的现代茂腔大戏

《红高粱》在高密大剧院隆重首演。
为这场演出，高密人下足了“血本”：国家

一级编剧王勇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周波任导
演，70余人参与演出，整个高密茂腔剧团几乎
全员上场，是近几年来最大型的一出现代茂腔
戏。

“《红高粱》和高密茂腔可以说是高密的两
大瑰宝，当这两大瑰宝结合在一起，绽放出来
的光彩是无与伦比的。”茂腔戏《红高粱》艺术
总监王华莹说。

首演当天，可容纳 800 人的剧院里，座无
虚席。莫言也受邀观看了演出。

改编后的茂腔戏《红高粱》由出嫁杀鬼、抗
婚守身、高粱地野合、心心相印、罗汉救友、鬼
扒人皮、民族觉醒、复仇烈火 8 个独立情景组
成。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满溢着红高粱烈酒气
息而喷发出的阳刚之气，让现场观众陶醉其中
无法自拔。

30 年过去，《红高粱》中展现的高密乡人
民勃发的生命力和抗争的血性，依然鲜活。

当刘罗汉为了保护九儿和余占鳌，被残忍
的日本兵下令剥皮处死，慷慨悲壮的高歌，引
得现场掌声雷动。而因在日本兵的逼迫下剥
了刘罗汉的皮而发疯的孙五，一个人跌跌撞
撞地在高粱地里吹响唢呐，整个舞台只有孙
五一人，偌大个现场只有高亢嘹亮的唢呐声
刺破寂静，一股悲凉由衷而发，不少观众埋头
低声啜泣。

整个看戏过程中，坐于前排的莫言神情十

分认真投入。在戏的最后，九儿挑着两坛子高
粱红酒，义无反顾向高粱地里的日本兵冲去，
与敌人同归于尽，高亢的茂腔再次响起，现场
气氛达到高潮，观众席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
声。而莫言悄悄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当演出结束后，有人问莫言对茂腔版的
《红高粱》有何感想时，莫言显然还沉浸在之
前的感动中，沉吟着说了句“我得想想”，停
顿了几秒钟后，又说：“很好！”随后，莫言
表示，能将高密茂腔和 《红高粱》 这样糅合
起来，是“非常好的！”

《红高粱》的倔强感染着每个演员

看过《红高粱》的人，都被其中塑造的一个
个倔强有个性的生命而感动。

当周迅第一次接到饰演电视剧《红高粱》
中“九儿”一角的邀请时，她犹豫过。巩俐饰演
的电影版“九儿”已成经典，有可能超越吗？

但事后想起，周迅觉得能够出演“九儿”这
样完整、有力量的角色，非常幸运。尽管在周迅
眼里，她没有“九儿”的悲惨遭遇，但“九儿”强
大的生命力让她感动。

业界戏称“迅哥”的周迅，跟“九儿”一样，
有一股倔强劲儿。她曾经说过，做演员就是要
毁灭自己，一点点去掉自己，进入角色。

从首播的镜头看，穿着花袄的周迅精灵感
十足，一颦一笑透着至情至性的生命力。周迅
直言对“九儿”充满尊敬：“她的命运还是挺悲
的，她碰到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爸
爸卖掉、被嫂子算计、被初恋情人出卖……我
看这个角色时对她充满尊敬，我也希望我自己
表演得游刃有余。”

而被“九儿”感动的，还有高密著名茂腔演
员孙红菊。

孙红菊今年已经 50 岁，为演好年轻的小
姑娘“九儿”，她在40多天的时间里，整整瘦了
27斤。演出的过程中，她要一直穿着一双绣花
小鞋，大红色的缎面，12 厘米长，典型古代女
子的三寸金莲。排练加演出，孙红菊都要穿着
这双绣花小鞋，实际上就是垫着脚尖走路，后
脚掌处于悬空状态，辛苦不同寻常。

“看，现在两个脚趾甲已经脱落了，前脚掌
也肿了。”孙红菊笑着说。

同样拼命的还
有整个团队。

从 8 月初开始
编写剧本，剧情设
定、演员定角色、
音乐设计等工作同
步展开。8 月 23 日
进 入 正 式 排 练 阶
段 ， 到 10 月 10 日
正式公演，演员们
只有 40多天的排练
时间。时间紧任务
重，演职人员白天
晚上连轴转，40 多
天 没 有 好 好 休 息
过，连国庆长假都
用在了排练上。

茂腔戏 《红高粱》 剧中男主角“余占
鳌”一角的演员单宝宏说，由于晚上经常排
练到凌晨三四点，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五
个小时，所以他与多名演员的嗓子都“坏
了”，声音沙哑喉咙刺痛。“饰演‘刘罗汉’
的演员薛林涛，彩排时由于长期劳累摔倒在
舞台上，当时头上都流血了。尽管如此，他
也没有耽误排练和正式演出。”单宝宏感慨
道。

高密东北乡里的“红高粱精神”

九儿、余占鳌、刘罗汉、孙五……莫言
在 《红高粱》中塑造的诸多文学形象，像野地
里的高粱一样，充满了倔强的生命力。高密人
喜欢把这种生命力，称作“红高粱精神”。

在莫言的书中，它是火辣辣的高粱酒，
是颠着花轿的豪情高歌，是扛着两缸烈酒冲
向敌人杀生成仁的悲壮。而新时期，高密人
喜欢把改革创新、不服输的精神，看做是

“红高粱精神”的延续。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高密人就

打起了红高粱的主意。创办了红高粱文化
节，向世界推销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高密文
化。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中，
高密人重复着一句话：“高粱红了，莫言也回
家了。”而莫言笑称，“不光高粱红了，收获
玉米、播种小麦的季节，我都会回来。”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红
高粱”一下成了具有国际品牌效应的文化品
牌。高密人也盘算着怎样将“红高粱元素”
整合、包装，做强做大。

他们计划着将文学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
搬到现实中。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东北乡文化旅游项目采用市场化运作，
总投资 16.7亿元，按照“一心一环一带三区
多点”的规划结构，计划将景区打造成为国
内知名和具有独特浓郁高密东北乡特色的文
化旅游景观带。

“一心”即莫言旧居乡村文化旅游区，
“一环”即红高粱文化休闲长廊，“一带”即
胶河生态景观带，“三区”即青草湖 （红高
粱） 影视拍摄公园、孙家口伏击战旧址 （素
质拓展基地）、东北乡红高粱庄园，“多点”
即红高粱种植基地、公婆庙惨案纪念馆等。

游客可以在“复原”的高密东北乡中看
到莫言小说中的平安庄教堂、红高粱酒坊、
炉包铺子，还有蛙码头、会唱歌的墙、透明
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酒缸塔等。

而高密的红高粱影视基地更是名声在外，
电视剧《红高粱》的主要场景即取自于此。

把红高粱做成文化品牌，让高密人尝到
了改革甜头。

30 年过去，《红高粱》 早已翻越了文学
的篱墙，演变成多元的艺术形式，感染着一
批批的读者和观众。但艺术形式终究是有限
的，《红高粱》 的意义绝不等于写作或表演。
故事中郁郁勃发的生命力和倔强不屈的“红
高粱精神”，深刻影响着欣赏它的每一个人，
也影响着现实的改革事业。

这才是《红高粱》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