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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最近，收到郭汉城老师寄赠的一套由他主编、文化艺术

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丛书《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不由得手

不释卷地阅读了起来。这套丛书共计16册，包括张庚、郭汉城

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及《中国戏曲通论》（上下）、

《张庚戏曲论著选辑》、郭汉城《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增订

本）、《阿甲论戏曲表导演艺术》等戏曲史、论及戏曲各个方面

的学术著作。阅读这一套沉甸甸的学术著作，使我感触良多，

不仅因为这套著作的作者均是我国戏曲理论界的领军人物

或顶尖专家学者，更重要的是这套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事戏曲理论的研究队伍，经过

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创建的现代中国戏曲理论科学化体系

的标志和成果。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中国戏曲的理论

建设以及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戏曲事业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其中，一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戏曲理论队

伍的建立和戏曲理论科学化体系的形成是这一成就的重要

组成部分。于1951年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以及后来的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汇集了以张庚、郭汉城为领军人物

的一大批戏曲理论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国戏曲理论研究的

主导力量，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戏曲的

历史、戏曲的现状、戏曲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戏曲与时代的关

系以及戏曲的发展规律，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

卷》等重要学术论著，这一批中国戏曲“史”、

“论”、“志”的重要著作，是新中国戏曲理论的奠

基性著作，为现代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建立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国戏曲通史》为例，虽然此前已有了

各种版本的戏曲史著作，但此著作的诞生，还是

树立了戏曲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以往的

戏曲史著作，大多偏重于文学性，而忽略了剧场

性，中国戏曲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艺术，如果不

从综合艺术的整体上进行科学的研究，那么戏

曲史的研究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中国戏

曲通史》则把戏曲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

和发展的一种综合性艺术，进行整体和科学的

研究，从而更加符合中国戏曲艺术的实际和发

展规律。“《中国戏曲通史》的丰富内容和新的结

构模式，尤其是纳入舞台艺术的内容，并让这一

部分内容在史著中规整、纲目化地展现，这在戏曲史撰著的探索中，意义重大。它

标志着戏曲史撰著有了一种新的、更为科学、更为符合戏曲艺术实际形态的撰写

模式，这种模式对戏曲历史的描述更为形象、更为立体、更加全面。”因而，《中国戏

曲通史》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生面，将功载史册。

读罢丛书，我有两点感受：一是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

政治环境的原因，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来自“左”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的

干扰，正确的学术主张往往被当作错误来批判。在戏曲研究领域，作为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为指导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学者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张庚和郭汉城，曾经受到

过多次错误的批判。在各种错误的批判面前，张庚、郭汉城能在“黑云压城城欲摧”

的形势下，坚持自己正确的学术主张，克服各种困难，带领研究队伍完成了多部重

要的戏曲学术论著。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特别值得

理论研究工作者学习的。二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张庚和郭汉城善于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戏曲理论工作及研究成果，认为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

对戏曲的认识既是不断深化的，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戏曲艺术的研

究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既要有超越前人的勇气，

又要认识到自己研究成果的不足，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的深化和提高。这

种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贯穿着不断探索、不懈追求的精

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前面冠以“前海”两字，是因“文革”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曾在北京什刹海的前海办公，这个冠名与戏曲界所称的以张庚、郭汉城

为领军人物的戏曲研究的学术群体“前海学派”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关于“前

海学派”，郭汉城对它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它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即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

探求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学术民主、重视学习，不断提高队

伍的素质。因此，“前海学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为戏曲理论建设作出了历

史性的贡献。郭汉城在分析“前海学派”时，还特别强调了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戏曲改革一开始就制定了‘双百’方针，可

惜没有贯彻；‘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多改进，今天已经到了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东风’，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时候了。”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之际，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鼓励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形成

“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真正推动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事业的繁荣。

在《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的总序言中，郭汉城写到：“当前戏曲工作正处在一个

发展的重要关口，一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好形势，一边是现实存在的

种种困难和问题，必须加强戏曲理论指导，深化戏曲改革，进行戏曲基本建设，从

而走向戏曲复兴的目标。”这个设想是有战略眼光的，因为目前戏曲艺术在前进的

道路上确实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戏曲如

何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戏曲队伍、如何提高建设戏曲

文化的自觉性与自信心等等。只有加强戏曲理论的指导，才能面对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不断推进戏曲改革和创新，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实现戏曲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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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观看了北京人艺的新戏《司马迁》（熊

召政编剧，任鸣、冯远征导演），该剧洗练深刻，令人

震撼。

这是一个大题材，写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

物——我国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太

史公司马迁。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然而写《史记》的司马迁却为此付出了心血、

屈辱、痛苦和生命。剧作舍弃了许多司马迁故事的枝

节，只用五幕戏“廷谏”、“宫刑”、“还乡”、“大雪”、“殉

道”就概括了他的一生。这是只有大手笔才能做到的

洗练。从“廷谏”写起，便意味着略去了司马迁的成长

过程，一下子就切入司马迁一生之中最艰难、最屈辱

也是最显生命光华的阶段。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

帝震怒，满朝文武同声谴责，只有司马迁一人站出来

陈书事实真相，为李陵辩护。在多疑的汉武帝心中，

这辩护是在暗指兵败与皇上重用外戚、贻误战机有

关。这就是司马迁下大狱、受宫刑的原因。此后，汉武

帝将李陵的家族满门诛杀，本有个复杂的误判过程，

剧本并未去管它。司马迁受宫刑之后，曾做过一任中

书令，剧本将这一段也跳过去了。这样处理是戏剧创

作的需要。写戏不是写传记，只要大的历史背景、人

生轮廓没有走样，至于怎么剪裁、构思成一部戏剧，

那是剧作家的事。没有洗练，就不可能腾出篇幅去充

分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就写不出好戏来。

这部戏的深刻，是指它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超

越了我们阅读《汉书·司马迁传》的感受。比如第二

幕，司马迁在狱中针对汉武帝而激愤地喊道：“你比

暴君还暴君，你比无赖还无赖！”这话在史料中是找

不到的，但却写出了此时此地司马迁内心难以抑制

的愤怒。再比如写司马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时，他仿

佛又见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父亲说：“活着是为了

实现自己，死是为了完成自己。”“生和死的选择，就

是要不要尊严的选择。”这才引出了司马迁一连说了

三遍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这句话本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但在剧场

里看这段戏，却要比读原话来得更深刻。尽管我知道

受宫刑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当我看到舞台上受尽牢

狱之苦的瘦弱的司马迁一步一颤艰难地走来，最后

默默地爬上行刑的桌案时，我才真正感到了这位

24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承受的痛苦、凌辱、悲

愤和冤屈，感到了他那宁可受刑屈辱，也要活下去写

完《史记》的坚强的信心和毅力。任何一个正直、有良

知的观众，都可以从这里看到什么是为人之道，人生

的最高境界就是轻生死、重道义，为辩护真理刚直不

阿，为实现理想献出生命。司马迁是一支红烛，他燃

烧着自己的生命，照亮了我们民族的千秋万代。

除此之外，在这样一部大悲剧中，竟有一个叫杜

一刀的小人物让我们关注。他本来是个势利小人，

由狱卒小头头破格升迁当了夏阳县令，最后有所醒

悟才远离官场，成了一个安然自在于街头的推车卖

水者。虽然这一转变的合理性还可加强，但这个人

物的设置和贯穿全剧，真是神来之笔，意味无穷。杜

一刀不仅是一种世态的反映，同时也调剂了戏剧必

要的节奏与氛围，不过相对而言，此剧次要人物中的

公孙贺、杜周、任安、韩三姑、司马兰，就写得一般化

了，以致演员在台上没有多少戏可演。这未免不是一

种遗憾。

最后一幕“殉道”，是剧作家对于“司马迁之死”

的合理想象与虚构，观众是接受的。戏中，司马迁应

召去见汉武帝之前的“三拜别宴”，颇为动人。千言万

语尽在这无声的诀别中。此时的司马迁，早已将自己

的死安排在了即将到来的日程上。一部记述上下

3000年的皇皇历史巨著《史记》已经完成，忍辱偷生

的目的已经达到，死而无憾了。在他自尽之前，剧中

出现的他与汉武帝的“思想上的巅峰对决”，在我看

来并不是全剧的高潮，因为司马迁的胜利早在《史

记》写完的那一天就已实现，而汉武帝虽然从未认输

过，但他住在思子宫里却至死也挣脱不了他给自己

带来的愧悔和遗憾。

我对话剧《司马迁》的不满有两点：

一是对于矛盾的对立面人物汉武帝刘彻的刻

画，在创作上还放不开手，还有顾虑。不可否认，汉武

帝的雄才大略，曾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光辉灿

烂的时代，建立了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

东方最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但汉武

帝也有失误和不足，比如连年用兵，徭役繁重；大造

宫殿，穷奢极欲；专横独断，杀人太多；拜神求仙，妄

图长生；听信谗言，发生“巫患事件”，导致他与太子

刘据之间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等等。功是功过是

过，既不能因过而不见其功，也不能因功而忽视其

过。写司马迁，就不能回避、淡化汉武帝在处理李陵

兵败、李陵家族被满门抄斩、太子刘据之死、任安被

腰斩等事件上的错判和失误。这是真实塑造司马迁

形象之必须，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汉武帝。

二是作为北京人艺的一台好戏力作，演员的台

词功力尚可进一步提升。冯远征扮演的司马迁，情感

很真挚，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但有的地方语速过快，

吐词不清。有些关键性的台词发力过猛，声音失去圆

润而不时呈现出嘶哑。王劲松扮演的杜一刀，演的轻

松自如，屡见精彩；但其台词却并不都能让人听得

清楚。台词的功力，乃北京人艺第一位的“看家本

领”，字字句句不可忽视，大演员名演员更应如此。

由此想到该院几乎与此剧同时上演的另一部小剧

场话剧《画眉》。平心而论，那一台并非名演员演出

的戏，其台词却比《司马迁》说得好。其实在《司马

迁》中扮演司马河的张福元、扮演汉武帝的于震，他

们的台词也相当好，可谓一清二楚、情理交融。可见

只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燃烧生命燃烧生命 烛照千秋烛照千秋
——看话剧《司马迁》 □钟艺兵

晚清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满怀救国理想，然而面

对时代黑暗腐朽，战友们逐渐颓废放纵，他四处寻找

突破口，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去呐喊和

挽救。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甲午海战中，他用生命作了

最后的搏击，用鲜血震撼了沉睡的巨龙，留下一个孤

独、不屈的灵魂……这是新编沪剧《邓世昌》为当代

观众呈现的一段真实而清晰的历史记忆。为纪念甲

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上海沪剧院创作、演出了新编原创历史沪剧《邓

世昌》，该剧由蒋东敏、庄一编剧，陈薪伊执导，朱俭、

茅善玉领衔主演。自2014年首演以来，备受好评。日

前，该剧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与首都观众见面。

沪剧《邓世昌》以甲午海战为背景，以战争的发

生和失败为线索，以邓世昌为核心人物，讲述了邓世

昌与妻子何如真及刘步蟾、丁汝昌、李鸿章等众多人

物的夫妻情、战友情、同僚情，再现了甲午海战这一

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组图，并尝试

以今人的眼光回望那场战争，塑造一个在当时黑暗、

腐朽的大环境下“孤独地逆风前行”的传奇邓世昌形

象，颂扬了中国军人敢于牺牲、国家利益至上的英雄

主义情怀，呼唤和平发展、强军强国的中国梦，传递

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爱好和平的心声。

在之前的电影、电视、戏曲（剧）中，

邓世昌的形象曾被多次演绎。如何闯出

沪剧自己的特色，情感和唱腔成为该剧

创作的突破口。沪剧表演擅长以情动人，

唱腔适应性强。沪剧《邓世昌》发扬了沪

剧唱腔的优势，把人物之间的情感写浓、

写真、写美。全剧在以情动人、以腔感人

的沪剧艺术特色中展开剧情、塑造人物、引发思索，

塑造的邓世昌，既有“恰同学少年”的生机勃勃，也遭

遇了“人到中年”的个人危机和民族危机。他不仅仅

是个民族英雄，也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是一个有

情有义的人。剧中，邓世昌24岁担任北洋水师致远

舰管带，45岁为国捐躯的日子竟然是他的生日，这仿

佛是命运的巧合，又是上天的安排。因此，借用邓世

昌妻子何如真之口“就让我晚走几天，给你过好生日

就走”。字字句句的凄美，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夫妻间

的情深意长，以及生不逢时的悲悯。

可以说，这是一出“沪剧化”的新编历史剧，情深

意切，在创作上紧扣人物的“情弦”，关注重大历史事

件，国事从家里写，大事从小处写，面对重大复杂的

历史事件，以身段、场景、唱腔的体现，细腻刻画人物

情感。在剧情上，该剧在激化戏剧冲突、强化人物个

性和加强戏剧节奏三个方面进行了艺术创新，重点

突出了邓世昌与刘步蟾、丁汝昌等海军将领之间，海

军将领与日本东乡平八郎之间，邓世昌与水兵之间，

邓世昌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矛盾层次和情感变化清

晰、细腻。此外，准确的人物心理开掘，也使该剧的形

象更加饱满、立体。

在陈薪伊看来，沪剧《邓世昌》讲述的是一个和

大海有关的故事，一个和战争有关的故事，她希望观

众从甲午海战中关注一个人的生命，透视一个人的价

值。正是这种对和平与生命的礼赞，为这部作品赋予

了诗意和人文蕴涵；而勇于创新、与时代同步的创作

精神，也体现了上海沪剧院一贯的创作风格。该剧不

仅助推了剧院中生代、青年演员的成长，而且对沪剧

如何更好地表现生活、更好地探索新编历史题材戏曲

创作的路径问题，也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新编沪剧《邓世昌》

塑造一个有情有义的邓世昌
□本报记者 徐 健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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