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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话剧《明天》
引发深度思考

□钟艺兵

回顾近年中国影坛，真正关注当下中
国农村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真正关注
当下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作
品，可谓凤毛麟角。作为中国农村最基层
的联系党和政府的纽带——村委会组织，
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其
一是计划生育工作，这是基本国策；其二
是农村基层选举，这关系到中国的民主化
进程。由北京谷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
品、陈力导演、根据李洱同名小说改编的
影片《石榴树上结樱桃》主要就涉及到这
两方面的内容，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当下
农村鲜活的社会生活，是一部接地气的现
实主义力作。

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表面看是一
部荒诞与现实并存的、充满黑色幽默的喜
剧影片，但反映出的却是中国最广袤农村
大地上随着现代化思潮的浸入而发生深
刻变化的人和事。该片力图颠覆中国以往
农村题材影片的叙事方式，展现给观众一
个逼近现实的当代中国基层生活图景：基
本摆脱了物质的匮乏，在教育、环保和民
主建设等诸多领域，群众和干部都以前所
未有的热情励精图治、改革前进，多数人
都在与中国过去既有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的博弈中百折千回，但基层生活中个人的
尊严和权利已成为无法躲闪的问题。影片

尤其对当前中国农村中计
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和
中国乡村基层干部在农村
基层政治制度选举中对民
主的追求进行了艺术地再
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背景
下农村的一些现实矛盾与
冲突，展现了乡土中国在当
今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复
杂局面，折射出乡土中国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困难
以及困难中的希望。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官
庄村”的女村长孔繁花的形象。她聪明能
干，既能快速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又能
果断、得体地处理村里群众的矛盾，还能
巧妙地调动起村委会干部的积极性，既有
能力，又有手段，有时还表现出农民特有
的狡黠和对权力的控制欲。作为现任村
长，孔繁花正在积极筹备竞选下届村长，
为了竞选，她召回了在南方沿海打工的丈
夫张殿军做“捉刀人”出谋划策，并将张殿
军“打造”成挣了“大钱”的工程师以抬高
自己。筹备竞选期间，孔繁花以女性特有
的包容与泼辣，充分利用一切策略，从容
地周旋在上级领导、临村干部、本村竞争
对手以及其他传统与新兴力量的各个代

言人之间。然而，就在她以为将一切工作
都准备得万无一失的时候，村民姚雪娥的
计划外怀孕破坏了她的整个计划。得知这
一消息的孔繁花积极采取各种对策，力图

“纠正”这个可大可小的错误，但是姚雪娥
失踪的突发事件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力量
平衡，为其他希望赢得竞选胜利的各路

“英雄”们创造了新的契机。也正是这一突
发事件，使孔繁花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
东西，最终放弃竞选，回归到自己的本真
生活。孔繁花的形象和性格有一个转变的
过程，这转变缘于她认识到权力对人的异
化，当她看到自己年轻的姐妹为了当上村
长而背叛她，甚至坑害她时，她一扫女强

人的形象，伏案大哭。这成为其人生选择
的分水岭。于是，先前那个受权力摆布的、
能干的、泼辣的、充满心机的女强人的形
象不见了，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
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幸福女人形象。在
孔繁花身上，有农村基层干部的勤劳、艰
辛、智慧和责任，也有粗暴、跋扈、阴谋和
对权力的不当追求。

透过孔繁花所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
是当下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它关
系着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影片既
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刻意提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只是将“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在
观众眼前，引人深思，而影片的意义与深
刻便在这“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流露”
了出来。

该片编剧、也是小说原作者李洱曾经
对原著作了非常中肯的诠释，他说：“很难
想象，中国的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会
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东战争，
很多中国农民喜欢谈这些问题，他们端个
碗蹲在屋前，或者一边喂猪一边谈论这些
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互相打手机进行交
流。他们既用现代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
用西汉时期传下来的农具。他们平时也看
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
和前现代的混合体。乡村即是中国现实的
缩影。”李洱这段话描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
生活现状：古老与现实并存，积极进步与积
极融入现代国家生活的农民正是大多数中
国人的代表。而小说力图表达的现实话题
正是选择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更好的表
现中国目前发展的机遇与矛盾现状，以及
广大农村农民真实的社会生活。从影片的
效果来看，无疑实现了这一目标。

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

反映农民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许 波

近日，在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小剧场话剧
《明天》（霍秉权编剧，任鸣导演，西安演艺集团
话剧院演出）。记忆中，10年前此戏曾来京演出
过，那时的剧名叫《又一个黎明》，并未给我留
下很深的印象。这次演出却令人耳目一新，心
灵一震，真是一出难得的好戏。

《明天》的剧情并不复杂。见义勇为光荣负
伤的青年英雄何亮即将伤愈出院，包围着他的
是鲜花、赞扬、奖励，等待着他的是光明的仕
途、幸福的家庭。此时，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位患
者——瘫痪了 18 年、一时轻生自杀未遂的工
人关云年。何亮忽然察觉到关云年的致残竟然
是自己儿时一次恶作剧所造成的。18年来，关
云年贫病交加，度日如年，妻子离异，女儿失去
了母爱，如今为了让成年的女儿无所牵挂地回
到她母亲的身边，关云年又采取了自杀的手段
以结束自己的余生。这一切使何亮惊愕不已，
坐立不安。是勇敢地承认自己当年的过失、向
关云年道歉，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前
途、悄然回避这件不为他人（包括关云年）所知
的往事呢？这让何亮的内心深处展开了一场激
烈的冲突。为此，他与妻子、与市政府秘书之间
也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当新的一天即将来
临时，何亮终于挣脱一切犹豫和压力，勇敢地
说出了真相，真诚地向关云年说出了“对不

起”。
如何评价《明天》的成功，我想概括为四句

话：直面现实，立意高远，构思独特，发人深思。
先说直面现实。《明天》所塑造的主要人物

何亮以及他的妻子丁立华，都是善良的普通人
而非只顾一己私利的道德沦丧者，可是为什么
在“应不应该说出伤害关云年的往事”的问题
上，又都一度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呢？这就涉及
到他们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一旦说出了这件往
事，何亮会不会是“自找麻烦”？会不会是“自毁
英雄形象”？甚至会不会从此丧失掉光明的前
途？这不仅仅是何亮、丁立华面对的难题，从根
本上看，在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相当一部分人
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被扭曲的当下，这是广
大观众共同面对的难题。

再说立意高远，《明天》写何亮的内心矛
盾，是因为他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他不是一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然而何亮最终又走出了
困惑，毅然说出了儿时的过失并向受害人致
歉，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的自觉、
自律、自省、自责、自我完善，这才是戏剧的核
心。在何亮的台词中，最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
句话：“如果不说出来，我后半辈子灵魂都是趴
着的！”可谓字字发烫，掷地有声。在观众的眼
里，何亮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人，只有懂得
羞耻，才能远离伪善，才能严以律己，真诚待
人。《明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赞扬人的自省、
自责。这是一种比法律约束更高的做人标准，
它弘扬的是人的尊严。

该剧剧名由最初的《又一个黎明》改为现
在的《明天》，虽意蕴相近，却改得越发明朗、越
发视野宏阔了。我想，这是指人人都来关注自
身精神素质的提高，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加美
好的明天。

至于构思独特，是说在编、导、演的共同努
力下，该剧取得了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成就。

《明天》是一出严格按照“三一律”创作的戏剧。
所有的往事都靠演员的台词来呈现，而重头戏
又是表现新的心理变化过程。这种戏很难写，
如今在舞台上已难得一见这样的新剧作。

按照生活的常态来推想，18年之后何亮竟
在病房里遇见关云年，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

其微，可是他们偏偏巧遇了；见面的时机也特
别，当年谎称自己溺水的孩子何亮，已成了一
位见义勇为的英雄，而当年见义勇为抢救孩子
的关云年却瘫痪在床，穷病潦倒，以致寻求自
杀告别人生。这种对比又是如此的鲜明、强烈。
关云年的前妻吴萍却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是专程前来聘请英雄何亮担任公司的形象大
使的。吴萍支付酬金给何亮，何亮则在此前代
交了关云年的医疗费……这些奇特、巧妙、带
有偶然性的构思，看似不真实，但在戏剧的氛
围中却是真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这些情
节是围绕着戏剧人物的塑造而产生的，人物打
动了观众，观众就完全理解、接受这些情节。

说到发人深思，是指《明天》的演出效果、
不少看过戏的观众都在何亮应不应该自责的
问题上展开了直抒胸臆的议论。有人说：孩子
淘气。不自觉的伤害了他人，是可以原谅的；但
18年之后，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知道了当年恶作
剧的严重后果，就不该沉默了。何亮应该向关
云年道歉。有人说：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假如我
遇到了何亮一样的问题，我也会产生内心的自
责，但在行动上恐怕做不到去向关云年道歉。
这就是我与何亮之间的差距。当然，道歉的后
果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也难以预料，
未必接受道歉的人都是关云年。不过无论如何
讲是应该道歉的。也有人说：法律并不追究何
亮儿时的恶作剧，18年后何亮知道了自己淘气
造成的后果，如果不敢向受害者承认过失和道
歉，这也不能算犯罪。但是何亮的道德感在监
督着自己，内心的良知不允许他沉默。道歉之
后，他的心灵才卸去了重负，得到了安宁。如果
我们对此不理解，那只能从我们自身去找一找
不理解的原因。一出戏能引发出观众的议论和
思考，这是值得赞扬的。

《明天》也有不足之处。我认为目前至少有
三个问题需要研究和改进：一是青年演员的台
词功力要提高；二是从表演上看，何亮的心理
变化过程略显平淡，还可以更细致、更深刻些；
三是关云年跳下后湖去救孩子，是怎么造成腰
椎断裂、终身瘫痪的？这在全剧来说是一个
关键性的情节，应该从医学知识上讲清楚，
写扎实。

由厦门市总工会组织创作的大型交响南音《陈三五娘》日前在京演
出。该作品是作曲家何占豪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之后推出的又一力
作，并邀请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台湾南管大师卓圣翔、编剧涂堤、戏
曲梅花奖得主吴晶晶共同编创演出，吴红霞担任总导演。首演结束后，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厦门市总工会、中
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了一场名为“中西交融 古
韵新声”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陈三五娘》的艺术特点与成就、交
响乐创作的民族化问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经验等方面内
容进行了深入研讨，肯定了该作品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认为其对当
前我国管弦乐创作和发展以及非遗项目的传承发扬和创新探索具有借鉴
和促进意义。 （言 文）

《跨界——画舞形意实验舞剧》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演出期间，
“跨界——画舞形意名家邀请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和戏剧场环廊展
出，“艺术点亮人生”慈善基金也同时启动。该基金由“跨界”的主创团队
和众多美术界、演艺界知名艺术家发起，扶助对象其一是贫困、残疾青少
年学习美术、音舞，其二是助力青年艺术家走上更广阔的舞台。

“跨界”实验舞剧主旨是用舞蹈的形式演绎当代美术大家的作品。据
总导演陈佳慧介绍，青年编导家和舞者们期待创造出美术和舞蹈的对话
语言与空间，用艺术的多变性对人人无法慢下来的当下进行解构。演出
现场，绚丽夺目的舞美，劲爆而具张力的舞蹈，实现了几个方面的跨界与
融合：传统水墨与现代舞蹈，高新科技与禅意生活，中国符号与时尚元
素……跨界系列活动由北京舞蹈学院、周培源基金会科教扶助基金委员
会主办，北京慧林传世文化传播中心、陈佳慧跨界工作室出品。（小 唐）

2012年春节期间，河北省话剧院将
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童话代表作《“下
次开船”港》搬上首都舞台。演出高潮迭
起，新奇有趣的剧情、精彩生动的演绎、
简洁明快的舞美设计紧紧抓住小观众的
心，收获了满场天真的笑声。随后，剧组
又辗转石家庄等城市和乡村，连续演出，
将欢乐带给更多的少年儿童。

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完成于
1957 年。作品一经出版，即深受当时的
小读者喜爱，自此长期流传，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如何使这个产生于
上世纪 50 年代的故事继续保持新鲜感
和吸引力，这成了摆在编导们面前的难
题。经过反复尝试和认真磨砺，一台全新
的儿童剧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观全剧，突
出的艺术构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童话氛围与诗意追求。《“下次开船”
港》的编导继承和发扬了原作的诗化精
神，充分利用舞台剧的优势，从视觉、听
觉等方面入手，带给小观众直观的诗意
感受。首先，剧作的语言就是散文诗式
的，比如其中对“下次开船”港的形象描
述：“没有风也没有浪，海水就像凝固了
一样”，“船的烟囱都不冒烟”，“还有的只
冒半截烟就停在那儿”；
比如开场时木头人的自
我介绍：“我是木头人，
可我有真正的眼泪，是
用带咸味的真正的水做
的。我还有一颗真正的
心，那是用真正的肉做
的”。无一不是娓娓道
来，感人至深。其次，从
剧本文学、表演到舞美
设计，全剧浑然一体，都
处在诗意的笼罩之下。
整个演出过程中，诗化
的语言、深情的歌声、欢
快的舞蹈、色彩鲜明的
人物造型、类似玩具积木的可转换平台，彼此配合，
交相呼应，引人入胜。

戏剧冲突与幽默格调。为使《“下次开船”港》在
舞台上真正立起来，从人物设置、情节构成到主题
开掘，编导对原作加以了全面的改造。原作中，洋铁
人、白瓷人和灰老鼠只不过是坏孩子的变形，而在
舞台上，他们已被塑造成了十足的坏蛋。洋铁人发
现了“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秘密，利用白瓷人、灰老
鼠两个帮凶将爱玩的孩子骗到“下次开船”港，强行
盗取其影子，妄图通过建立影子银行和时间交易市
场，达到征服整个世界的目的。很显然，剧中这一核
心事件系由原作中灰老鼠给唐小西换影子的情节
发展而来，经过改装重编，唐小西及玩具们同洋铁
人等的对阵便由好孩子和坏孩子的矛盾转变为善
恶交锋、生死互搏的激烈戏剧冲突。如此既强化了

作品的戏剧性，又适应了儿童观众将是非善
恶截然区划的心理特征，可算是一种值得借
鉴的成功改编。

为缓解尖锐冲突带来的紧张感，全剧在
多处融入幽默元素，形成张弛有度的戏剧节
奏。使用时代特点鲜明的幽默语言是剧作的
一大亮点，木头人玩3D游戏时惊呼“完了，我
挂了”，白瓷人自称“最怕的就是‘碰瓷’”，围
绕可能存在的电脑病毒，纸板公鸡说要“去买
点什么杀虫剂”，老面人提出“一个月不开机，
把病毒饿死在里面”，布娃娃建议“拿个袋子
把电脑密封起来，给它断水断粮断空气”，以
免病毒太饿了爬出来，唐小西则干脆说要“把
电脑带到防疫站给医生去打一针”，等等，都
令小观众会心而笑。通过个性来展现幽默是
全剧的另一亮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纸板
公鸡，他一方面傲慢骄矜，以英雄自居；一方
面又胆怯自私，讨好洋铁人不成，反遭痛打。
剧作使纸板公鸡前后的言行构成滑稽对比，
在小观众的笑声中达成了善意的讽喻。除此
以外，作品还借助各种戏剧情境来营造幽默
效果，推动情节发展。如唐小西被抓住后凭着
机智引得洋铁人和白瓷人彼此互殴，全剧结
尾部分借用火爆的戏曲锣鼓点与诙谐的开打
程式表现抓坏蛋场面，都是显明的例子。最值

得注意的是，整场演出
中，演员常能针对小观
众的特点即兴发挥，以
幽默的台词和表演调动
起他们的情绪，实现台
上台下的交流互动。

抒情色彩与哲理品
位。思想性一直是儿童
剧创作的重点所在。但
由于编导理解的偏差，
以往的一些儿童剧在这
方面有过不少失败的教
训。该剧改编的独特之
处，在于全剧中无一处
板起面孔的教训，却多

是充满感性同时又意味深长的段落，让小观众在美
的熏陶中自然领略生活的哲理，体会大千世界的丰
富和复杂。剧中有这样一场戏，唐小西等在港口因
认识到过去的错误而产生悔悟，希望时间小人儿重
新归来，此刻悠扬的歌声骤然响起：“曾经的亲密无
间，曾经的血脉相连。一起多少年又多少天，离开了
才知你的温暖。何时花再露笑脸，何时风再掠海面。
何时希望在黑暗显现，何时重启那生命的船。”优美
的旋律中，抒情性与哲理性紧密结合，戏剧的外部
形式与内在思想实现了完美统一。原作中教导孩子
珍惜时间的主旨，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成为
一种生命意识的自在流淌。在一定程度上，整个作
品甚至于越出儿童剧的界限，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象
征意味，以不无荒诞感的情境，启示成年观众去探
寻生命的本质意义。

“跨界”实验舞剧
让美术与舞蹈“联姻”

交响南音《陈三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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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认罪书……………乔 叶

短篇小说 小流放……………鲁 敏

散 文
散文三题………………………吴官正
还魂记…………………………叶文玲
茅台行……白 描 叶兆言 李少君

张 柠 叶 舟

新 浪 潮
微尘 （短篇小说） ……………陈再见
苍茫……………………………马 行

诗 歌
与重庆有关……………………傅天琳
蘑菇说木耳听…………………张执浩
虚构的飞………………………谢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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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 花落花开…………………………………王 滇
短篇小说 找人………………………………………赵宏兴

妇女节……………………………………火 霞
白三老汉进城……………………………孙方友

散文随笔 别人的故事………………………………吴淮生
汉文帝与袁盎 、张释之…………………姜琍敏
苦难与辉煌 ：圣彼得堡随想……………徐子亮
取暖记忆的服饰…………………………黄忠龙
禅意的老树（外一篇）……………………唐仪天
尘土中的金砖［美国］——印度行闲谈…良 人

诗 西 部 诗九首……………………………………沈 苇
虚构（组诗）………………………………李长瑜

访谈与对话 个案、话语与批评的有效性问题——由牛学智
新著《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说开去

……………………………赵炳鑫 牛学智
论 坛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阅读……………张富宝

大爱无疆——读《吴淮生诗词选》有感…张 嵩
赵华的童话世界…………………………李利芳
民歌十唱九不同…………………………王婕斯

新 译 作 罗斯玛丽·多布森的诗歌………………………
［澳大利亚］罗斯玛丽·多布森 倪志娟译

古体诗词 诗词十二首……刘剑虹 崔正陵 马志凤
李宁善 潘太玲 史静波 丛培有

民国里的风景——《马福祥》序…………………（回族）余振贵
抱愧斯人——《马福祥》序二……………………（回族）石舒清

《马福祥》后记……………………………………（回族）王正儒
哈巴湾三行诗……………………………………（回族）李春俊
我的老师（散文）…………………………………………彦 妮
随笔二题…………………………………………（回族）拜学英
秋天的红叶（散文）………………………………（回族）马 林

为打造泰山文化品牌，弘扬泰山精神，提升泰山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由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倡导，泰安市文联、泰安日报社、
泰安市作家协会、泰安市音乐家协会联合面向全国征集脍炙人
口、歌唱泰山的原创歌词。要求主题鲜明，充分融入泰山、泰安
元素，构思精巧，内涵深刻，音乐形象准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和艺术感染力，易于在泰安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推广传唱。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一名，奖金五千元；二等奖二名，奖金
各三千元；三等奖三名，奖金各一千元；优秀奖五名，奖金各五百
元，所有获奖作品将颁发证书和奖金。

截稿日期为2013年5月31日。
入围作品将在泰安日报、泰山晚报、中华泰山网刊登、发布，

广泛宣传，征集意见，最后评选出获奖作品。
征稿地址：泰安市政大楼A区2056室、2057室。
邮 编：271000。
邮 箱：gechangtaishan@126.com
电 话：0538—6991972 13853860527
联 系 人：陈东、田中凯。

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 泰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泰安日报社 泰安市作家协会 泰安市音乐家协会

2013年4月9日

关于有奖征集歌唱泰山歌词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