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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经小说闻名华人世界的香港作家梁凤仪，3月 2
日带着她为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55周年创作的舞台剧 《挚
爱》，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此次，她不仅担任编剧，
并以70岁高龄亲自登台主演，引起大众瞩目。日前，记者
对梁凤仪进行专访，与她一起探讨创作心路和表演心得。

◎关于舞台剧

记者：为何要创作 《挚爱》 这部舞台剧？这部舞台
剧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梁凤仪：《挚爱》是为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55周年而
创作的，是一部充满了时代感与爱恨情仇的香港财经爱
情剧。故事以上世纪50年代至2003年的香港中文大学为
背景，聚焦于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香港的时代变
迁，讲述了一段跨越了校园与商界，励志而感人的爱情
故事。虽然讲的是商界刀光剑影、职场爱恨情仇，但是
整部剧围绕的主题是如何用大爱化解仇恨，如何用奋斗
成就梦想。

◎关于母校

记者：怎么想到用舞台剧的形式来庆祝香港中文大
学校庆？

梁凤仪：香港中文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是 1966年进
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后来又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
位。香港中文大学对我的人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去
年我和一些校友谈起怎么庆祝 55周年校庆时，萌生了做
舞台剧的想法。一般校庆，大家都是聚聚会、吃吃饭、
聊聊天，就走了，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舞台剧不一
样。看的时候，它能带给你喜怒哀乐，看完后，它会让

你思考、回味和谈论。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袂

策划了这一部舞台剧，并且决定把它带到世界范围内香
港中文大学校友旅居工作较为集中的城市，如香港、温
哥华、北京、深圳等地去巡演。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
这部剧从编剧、导演、监制、台词指导、音乐到演员，
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和教职人员，是名副其实的全
球“中大人”献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关于传统

记者：您的作品通常以爱恨情仇为主线，对“爱与
仇”这个主题您是怎么看的？怎么把这个主题和香港中
文大学的精神、和中国传统道德结合到一起？

梁凤仪：文艺作品里有很多关于复仇的故事。在香

港影视剧里，复仇的故事也特别多。我是赞成报仇的
人，在我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叫读者去忘记仇恨。但是怎
么报仇？武侠故事里报仇的人常常是练了 18 年的武功，
然后去把那个人杀了。这种方法好吗？成功了吗？我想
未必。世上只有一种报仇的方法能够百分之百成功，那
就是让自己过得比对手、比敌人更快乐、更健康、更精
彩，让对手和敌人为你鼓掌。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

“博文约礼”，“博文”是学知识，“约礼”是学做人。怎
么做人？中国人讲究“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以忠恕的精神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坚忍克
服人生的各种困难。这是我们要提倡的精神。

◎关于表演

记者：很多人都没想到这次您会担任主演，不知道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

梁凤仪：这次担任主演，是通过层层筛选与民主评
议后的结果。为了挑选主角，此次剧组专门成立评委会
面向全球校友进行公开的角色遴选。评委会由香港中
文大学高层和香港影艺业内翘楚共 9 人组成，并由有

“香港舞台剧之父”美誉的钟景辉博士出任主席。遴选
需要“考试”，每个人要表演几分钟剧本里的故事，看
谁演得好。

香港中文大学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多年来培育了
不少业内的戏剧精英。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就是
一个戏剧艺术热心分子。大学期间，我大概参与演出了
六七部戏剧，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剧目，还有一些
经典剧目，如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我特别喜欢和
享受舞台，但是命运让我走了文学和经商的道路，所以
与舞台的缘分已经断了40多年。

◎关于挑战

记者：在舞台上演出的感受如何？您对自己的这次
新尝试如何评价？

梁凤仪：舞台剧和写作、拍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
样。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与观众的互动是那么直接，你
高兴、悲伤的时候，观众能马上接受到你的讯息，同你
一起高兴、悲伤。这种情绪的同步，互动的实时，让我
非常享受。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刚好 70岁了。很多人说
梁凤仪在 70岁的时候成为舞台新人，我觉得很开心。人
生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我现在没有什么生活负担、工
作压力，可以为母校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可
以做自己喜欢而一直没有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我的
舞台演出可能不算专业，但大胆尝试了，我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对话梁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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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中国文艺以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为契机，创作了一大批讴歌中国共产党、讴
歌中国人民、讴歌时代英雄、讴歌伟大祖国的
主旋律作品，2019 年开年大剧 《启航》 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这是一部全面展现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的电视
剧，它为文艺作品如何唱好主旋律提供了重要
镜鉴。

文艺是时代精神的烛照，不同的时代具
有 不 同 的 时 代 精 神 。 主 旋 律 作 品 无 疑 应 唱
响 、 唱 准 每 一 个 时 代 的 主 导 精 神 。“ 五 四 ”
时期，鲁迅们高唱的是启蒙之歌。新中国成
立之初，红色经典演奏的是英雄赞歌。改革
年代，又有 《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
这样的改革绝响，鼓舞着我们勇敢踏上小康
之路。而今，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深
化改革，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这就是新时
代的主导精神。

《启航》 上演的正是这样一幕波澜壮阔的
新时代活剧。在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
没有险恶的官场斗争，也没有俗套的感情纠
葛，只有对深化改革艰巨任务的浓墨重彩。主
人公曾雁来决意关停钢厂、矿场，决意破解土
地财政和地方债难题，决意在渤海市推行生态
城市、文化城市、智慧城市新政，彰显的正是
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他顶着压力迎难而
上，锐意进取的一系列作为构成了作品最深刻
的主题。

当下有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在表达方面，存
在较明显的概念化、抽象化倾向。《启航》自始
至终没有一句改革口号或政治宣示，但却通过
情节、场景、人物塑造等手段自然而然唱出了
高昂的主旋律。

作品情节主线干净简单。全剧故事沿着曾
雁来实施其“江海联运，以港兴市”改革新政
设计延展。曾、金二人的冲突刻画得自然而
然，对白接地气、生活化，动作专业、考究、
老辣，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仅有的感情线都
是自然延伸出来的，目的是凸显改革的复杂
性，而不是刻意凸显感情本身。在场景方面，
作品精心设计了钢厂、矿场、港口、芦潮河和
南山湖等几个标志性的场域，它们代表着新时
代改革的主战场，是主旋律演奏的主要舞台。
通过这些场景不断变化的面貌，观众自然而然
地感受到“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
能”“建设绿色城市”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
革方略的实践威力。

最难得的是写出了历史的必然性。在 《启
航》 里，各种人物、势力、矛盾竞相登场，充
分博弈。谁是真心英雄，谁是匆匆过客，都
会获得最真实、最严酷的检验。曾雁来正是
在这些集中体现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典
型环境中，一路过关斩将，显现其改革英雄
本色的。他在推行改革时体现出来的智慧、
远见、责任、担当和挣扎、妥协、犹豫等丰
富的人性内涵，以及他所代表的时代潮流、
历史大势和人心所向，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
特有的历史必然性，称得上一部中华民族新
史诗。

在同样的意义上，2018 年以来，以 《最美
的青春》《大江大河》《大浦东》《江河水》《那
些年我们正年轻》《正阳门下的小女人》《我们
的四十年》《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红海行
动》《十八洞村》《黄大年》《我不是药神》等为
代表的一批主旋律影视剧纷纷崛起。它们和

《启航》 一道合奏出一曲气势恢宏、激越铿锵，
充满崇高之美的主旋律乐章。

（作者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

主旋律
要自然而然唱响
□ 马立新 陈娜娜

家是人生的驿站、心灵的港湾、精神的延续。2018
年1月，全球家庭文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播出
后获得热烈反响。第一季仅首播节目观众规模就达到 3
亿，全网播放量超过 4500万次，成为观众规模最大、收
视率最高的家风类节目，并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2018
年第一季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

日前，《谢谢了，我的家》新一季在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 （CCTV-4） 温暖回归。以“讲述全球华人的家庭智
慧，彰显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为主旨，新一季节目邀
请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周恩来侄女周秉宜、茅盾之孙沈
韦宁、华罗庚之女华密、徐悲鸿之孙徐小阳、吴祖光新
凤霞之女吴霜、颜子第七十八代孙颜廷淦等嘉宾参与，
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为观众带来一曲动人的家风和鸣。

首期节目的3个家庭故事分别来自于香港演员秦沛一
家、“华人船王”赵锡成女儿赵安吉和周恩来侄女周秉
宜。秦沛用藏于家中的“一碗炸酱面”展现父辈传承下
来的奋斗精神与乐观态度。赵安吉通过父母培养6个常青
藤名校的孩子的故事，展示家庭的教育观和学习观。周
秉宜用自小受到的周总理的谆谆教诲，来表达“小家”
之外的“大家”情怀。

家可以决定人生的起点，也可以影响生命的视界。
在 《谢谢了，我的家》 中，既可以看见普通人灌注在一
餐一饭中的家庭的光与暖，也可以看见卓尔不凡的时代
人物建构在一言一行中的精神之光。不论细小或宏大，
深沉或明亮，质朴或极致，它们共同铸造着华人家庭的
精神大厦。

为全面展现每个家庭的故事，传递出家风背后的中
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谢谢了，我的家》新一
季在表达方法上做了一些创新。节目将故事讲述、物件
展示、场景设计、时光瓶寄语等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
以庄重而不失活泼、感人而不煽情的风格，一扫“家
风”传统上给人沉重与束缚的刻板印象，更加贴近年轻
人，贴近时代。 （钟洋艺）

2月22日晚，应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邀请，安徽滁州
演艺集团现代黄梅戏 《一个都不能少》 在全国地方戏演
出中心完成晋京首演，受到首都观众的喜爱。

《一个都不能少》是由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滁州演
艺集团联合出品，讲述了有60多户贫困户的兴旺村，在扶
贫干部何爱菊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土地流转、建
立林业合作社等多途径，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实现了
在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美好愿景。剧中主人公以
滁州一名司法局干部、全国扶贫典型为原型。

演出结束后，安徽滁州演艺集团邀请观演专家举办
了研讨会，就该剧的艺术性、题材、舞台表现形式和提
升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奎表示，《一

个都不能少》 立足于滁州本土，虽然演的是当地的事
情，但对于扶贫来讲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农村扶贫工
作千头万绪，在有限的舞台时间里很难都演出来，这给
编剧增加了困难，但这部剧处理得很好，让人感觉很真
实。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这部戏
展现和聚焦“精准扶贫”时代主题，体现了戏曲重要的
社会职责和社会担当。整部剧从形象塑造上立足于基
层，比较好地把握了戏曲的特质，特别是黄梅戏流畅、
清新的音乐风格。

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认为这部戏对现实生活进行了
一种戏曲化和生活化的表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感。多
种戏曲手段的运用和舞台调度、表演开掘等，很好地升

华了人物情感和时代主题。
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艺术评论》编辑总监郭翠

君从剧本的角度讲述了这部剧的可贵之处，认为其刻画
了一个下乡干部从“要我扶贫”到“我要扶贫”过程，
真实生动。 （文 纳）

2 月 27 日，第二届中国网络表演 （直播）
行业高峰论坛暨网络直播年度盛典在北京举
行。此次活动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指导，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 分会主办，以

“直播改变生活”为主题，旨在展示网络直播行
业新气象和新风貌，共同展望网络直播行业未
来发展新趋势和新思路。

“直播+”是过去一年直播行业发展的一
大亮点，指的是直播与各行业的融合。本次论
坛邀请了多位嘉宾就如何利用直播促进不同行
业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其中，酷狗直播平台
负责人分享了酷狗直播学院培养主播的成功案
例。该平台近年来不仅打造出一批规范化、专
业化的音乐主播，同时也为观众输出更多优质
的直播内容。曾在酷狗直播学院深造的音乐主
播陈钟、庄妃，也于当晚的“榜样主播”评选
中斩获“2018 年度才艺主播”奖项，酷狗的音
乐人才职业化培养案例则斩获“2018 年度创新
大奖”。

（刘 杭）

直播平台创新培养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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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演出剧照
滁州演艺集团供图

▲《挚爱》具有浓郁的香港本土色彩

▲节目呈现出来的家风故事 节目组供图▲节目呈现出来的家风故事 节目组供图

▲梁凤仪在剧中领衔主演
本文图片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