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昌族的人口较少，但有一大批人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
创作。孙家申、杨叶生、曹先强、罗汉、孙宝廷、曹明强、孙家林、
赵家福等人，有的努力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的
则积极进行个人的文学创作，极大地繁荣了阿昌族的文学花
园。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孙家申、杨叶生、
罗汉、曹明强的采访。

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孙家申：我发表过《双轮双铧犁诉苦》《燕窝的歌》《凤尾竹

下丝纤扬》等作品，后来写了一些关于阿昌族酒文化的研究文
章。我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看到别的民族的作家写了很
多文学作品，自己也咬紧牙关写了一些粗制品。我今年 78 岁
了，我们这一代人起的是抛砖引玉的作用，后来兴起的文学新
人写得越来越好了。

杨叶生：我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回到
云南从事教学，同时进行阿昌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1974年，我开始收集阿昌族的古歌。1979年，随着形势的变化，
国家对民族文化更加重视，云南省民委专门组织了一个阿昌
族民间文学调查组，来到梁河县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目的有
两个：一是调查阿昌族的民间文学到底有什么；二是重点搜
集、整理阿昌族的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1983年，这部史诗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让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们当
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罗 汉：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来到部队以后
就尝试写作。我起初是写小时候所经历的乡村生活，后来转向
写部队战士的生活，所采用的文体主要都是小说。长篇小说

《紫雾》、中篇小说集《红泪》分别获得第六届和第八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自己较为满意的小说是写阿昌
族人生活的《刀匠磨斧》和写部队生活的《两地螺旋》。现在，我
还在写小说，但也花很多的时间来写影视剧本。写小说，作家
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对描写的对象进行精雕细刻；写剧本，要
考虑制片方的要求，剧本一般都讲究简洁、明了，也并不好写。
但是，作家写剧本，物质回报相对要高一些，而且作品会被更
多的人接受。

曹明强：我主要是写诗歌。我1982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
了第一首诗，叫做《蹬起来，窝罗》。后来，发表的诗歌就越来越
多了。我们阿昌族人很善于唱歌，我自己也喜欢唱，还编了一
本《中国阿昌族情歌选》。我始终觉得，诗歌对我来说，有着一
种特别的意味。如果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句，我会感到非
常兴奋。比如在《山乡之夜》这首诗中，“潮湿的被窝里蠕动着
女人的叹息”这个句子我就很喜欢。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发

现，但可能因为自己的汉语水平不够好，没法将之完美地表达
出来，这是一个遗憾。

问：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曾受到哪些
作品的影响？

罗 汉：很多作家，比如莫言、马原、洪峰等，写得都很好，
他们的作品我都很喜欢。每当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我就会不自
觉地去分析它为什么好、好在哪些地方。我觉得，在写作上，我
永远只是一个小兵，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怎样去安排章节、调度
描写的技巧等。

曹明强：我喜欢读杜甫的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
说，后来也经常读鲁迅的作品。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莎士比亚
的戏剧。他所写的故事非常迷人，语言也很精美，读起来太有
趣味了。还有妈妈给我讲的那些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对我的
写作也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问：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罗 汉：我的写作，经常是因为觉得一个事件好玩，就动笔

写了。在写之前，我并没有太多预设的目的。写完之后，我发
现，很多作品的题目都
跟颜色有关，比如《紫
雾》《红泪》《绿雪》等。我
觉得“紫雾”、“红泪”、

“绿雪”等，都是很美好的事物。《紫雾》写的是边地的缉毒斗
争，描写武警去当“卧底”的经历，整个叙述有一种神秘感，“紫
雾”这个标题和内容是契合的。《红泪》写的是一位女同志的悲
惨命运，她流出来的眼泪和血是同一个颜色，标题“红泪”就是
其命运的一种象征。或许，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一
些事件、对于现实人生的个人感觉。

曹明强：我早期的诗着重写我的妈妈、我的大山、我的民
族。我们这个民族人数很少，很多人因此心怀自卑，但我要去
歌颂自己的民族，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认同感。这些年
来，在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民族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
应该去表现、强化这种心理。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孙家申：阿昌族文学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我们编辑出版

了两册《民间文学资料集》，在阿昌族人民中受到很大的欢迎。
阿昌族的“蹬窝罗”是诗乐舞合一，它的唱词翻译成汉文就是
一首诗。我的叙事长诗《燕窝的歌》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启发下
写出来的，主要是描述阿昌族的苦难历史以及阿昌族人的奋
斗历程。

杨叶生：搜集、整理这些民间文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
存好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希望更多的青年作家能
够从中汲取营养。在我看来，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民族文学作

品，要有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化作为基础，因此民间
文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可喜的是，在曹先强、孙宝廷、赵家
福、曹明强等阿昌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找到民
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印迹。

罗 汉：在创作上，我没有受到阿昌族民间文学太多的影
响。但是，从那些涉及阿昌族的篇章中，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到
我对本族人民的理解。阿昌族人从不争强好胜，在与其他民族
的相处中，他们非常善于调和矛盾，与他人和谐相处。民族文
化不仅仅是你所穿的服饰、你所唱的民歌，还应包括本民族深
层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我们一方面要积
极地保护那些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应该接受外来的先进
的东西。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继承，可能就会变得过于保守。

曹明强：民间文学直接启蒙了我的写作，所以我对本民族
的语言和文学都特别珍视。我现在在进行阿昌族史诗《遮帕麻
和遮米麻》的翻译，同时还努力地去保护阿昌族的语言。阿昌
族语言是我们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阿昌族人
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阿昌族语言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
思维体系就只能依靠汉语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要保留阿昌族
的语言，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比如把它和汉语进行对译，做
成一个大辞典。这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问：对阿昌族青年作家有何期待？他们应该如何平衡好生
活与写作？

孙家申：现在阿昌族有很多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大都上了
大学，文化层次有了提高。但基本都是业余进行写作，没有专
业作家。而且，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这些作者，还没有形成
一种合力。对于阿昌族文学，我觉得“回头看我们有进步，但是
向前看我们要跑起来”。我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能够把改革开放
以来阿昌山寨的巨变，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来。

罗 汉：我不主张文学完全地市场化、商业化，但是一部
分作家应该尝试着走向市场。走向市场，甚至迎合市场写作，
有时候是为了解决生计。如果一个作家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
不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很难有心境去写作品。当然，如果政
府能够给有才华的作家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帮助，他们就可
能免除这方面的顾虑，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作。

曹明强：就我个人而言，写作就是要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
界。我自己一方面在种植茶叶，一方面在坚持写作。如果我只
种茶，就体会不到写作带来的内心愉悦；如果我只写作，就很
难体验到种茶的那份怡然。种茶与写诗，甘苦自在其中。我总
觉得，一个丰富的人，他的思想应该是“战斗”的，他的肉体也
是“拼搏”的。既要在俗世中打拼，也要在精神世界里遨游，因
此，我必须坚持写作。

（采访者：杨春、钟进文、孔林林、姜可欣、胡艳红、张楠、杨
金超、王亚楠）

保护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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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系列访谈（五）

7 月 25 日至 8 月 8 日，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
司、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呼和
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少数民
族戏剧会演，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进行了
为期 15 天的展演，为观众们捧上了一道具有少
数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情、独存的民俗文化、独有
的民族文化艺术魅力的戏剧大餐，为观众提供了
一次真正的荡气回肠、触及心灵的艺术享受。

7月25日晚，内蒙古人民会堂举行了隆重的
开幕式，与以往不同，今年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
演本着节俭的理念，取消了开、闭幕式晚会。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兰，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自治区副主席王玉
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国家民委、文化部
相关负责人等出席了开幕式。呼和浩特市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雪峰，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
会会长谭志湘为开幕式致辞，参赛剧目之一的呼
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的大型民族舞台剧《马可·
波罗传奇》在开幕式上精彩呈现，拉开了本届会
演的帷幕。

此次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仍然以“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
主题，汇集了各少数民族近年来的优秀文艺作
品，共演出了14台将近30场精品剧目，可以说是
精品迭出、风格迥异、异彩纷呈。此次会演参评
的剧目来自内蒙古、云南、浙江、吉林、山东、湖北
等地的艺术院团，分别是大型民族舞台剧《马可·
波罗传奇》、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吉剧《贵妃
还乡》、云南曲靖市滇剧花灯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展演中心的滇剧《大唐公主》、山东省聊
城市山东梆子剧院的山东梆子《萧城太后》、浙江
省婺剧团的婺剧《穆桂英》、湖北恩施州咸丰南剧
团的南剧《女儿寨》、浙江省京剧团的京剧《孔雀
翎》、云南文山州壮剧团的壮剧《彩虹》、河北唐山
市非物质文化中心皮影工作室人与影同台的人·
影童话剧《飞鱼祭》、北京市曲剧团的曲剧《烟
壶》、吉林延边歌舞团的唱剧《沈清传》、内蒙古包
头市漫瀚艺术剧院的漫瀚剧《草原·阿妈》、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回族艺术团的歌舞剧《曼苏
儿》、云南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的傣剧

《刀安仁》。
剧目演出期间，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少

数民族戏剧学会派出的评委会专家组观看演出
之后，结合剧目的创作将举办三次戏剧创作表演
艺术座谈会，就艺术创作、演出体会和市场运作
进行交流和探讨。

名家集聚 珍品荟萃
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规模

更大、影响力更广、获奖剧目更多、演员阵容更
强。前两届各有 12 台剧目参加会演，今年是 14
台,少数民族题材和地方题材戏剧种类也较往年
更多。京剧《孔雀翎》是浙江京剧团2004年创排
的，是入围的14台剧目中惟一的原创京剧剧目，
其舞台样式的新颖、演出阵容的整齐、演出技艺
的高超以及所倡导的“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保护
自然”的主题深受观众喜爱，演出至今已经整整
10 周年，全国巡演共 623 场。山东梆子《萧城太
后》的主演——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知名表演艺
术家章兰，在山东梆子粗犷质朴的美学风格上，
融入了京剧的文气、细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
演艺术风格，在《萧城太后》一剧中将契丹太后萧
燕燕这个角色刻画得鲜活丰满、韵味十足，让人
过目难忘。

本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有 3 个少数民族剧
种的剧目参赛，分别是壮剧《彩虹》、傣剧《刀安
仁》和唱剧《沈清传》。傣剧《刀安仁》是云南德宏
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酝酿10年的大型近代
历史傣剧，之前推出的傣剧《南西拉》曾在第二届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
学会“金孔雀”综合大奖。这次的《刀安仁》在保
留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在舞蹈、音乐、场景等方面
均有重大突破，是傣剧发展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该剧结合傣族独特的歌舞表演和佛经讲唱，演绎
了傣族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从一个封建领主毅
然投身辛亥革命，最后羽化成为舍家为国的民族
英雄的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壮剧《彩虹》是根
据流传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族叙
事长诗《幽骚》改编而成，讲述一对壮族青年为反
抗土司的压迫，逃到远方成为夫妻的故事。该剧
演出至今已有 24 年，是文山州壮剧团成立以来
演出场次最多、演出时间最长的一台保留剧目。
文山州壮剧团是一个来自祖国西南边疆的基层
剧团，条件十分艰苦，这次排演《彩虹》遇到很多

困难：经费不足、部分人员调离、乐队不健
全、没有剧场合成，在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团
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仅用极少的经费支撑起
了这台民族性、剧种性突出的歌颂爱情、歌颂
抗争的剧作。

这次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还上演了一批难得
一见的艺术珍品，如人·影童话剧《飞鱼祭》、南剧

《女儿寨》，特别是失传 50 余年的吉林省朝鲜族
唱剧《沈清传》，是本届会演的一大看点。唱剧

《沈清传》根据朝鲜族家喻户晓的古老民间故事
改编，讲述一个叫沈清的女子出生 7 天丧母，与
盲父二人相依为命，乞讨度日，后被梦云寺僧人
欺骗，沈清为了让父亲复明，卖身商贾充当投海
供品跳入水中，龙王被她的孝心感动，以莲花为
船送她回人间并献入王宫成为王后，最后至诚感

天，让所有盲人得以复明。这个感天动地的孝女
传奇故事曾在19世纪被改编成唱剧。唱剧是朝
鲜族戏曲剧种，原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说唱形
式，起初由一人多角、长篇独演，发展为多人多
角，后又加入民族管弦乐伴奏，逐渐形成以说唱
为主，与音乐、舞蹈、舞美相结合的综合性舞台艺
术。为了参加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自
去年 12 月开始，延边歌舞团就着手策划、排演，
让差点失传的唱剧《沈清传》得以重新登上舞台，
不仅填补了延边歌舞团排演唱剧的空白，还让这
一古老剧种焕发出新的魅力。人·影童话剧《飞
鱼祭》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舞台表现形
式——“人偶同台”的综合表现形式，它以传统皮
影艺术表现为主，现代皮影和歌舞表现手段为
辅。《飞鱼祭》的故事来源于台湾省东南海域的一

个以盛产兰花而得名的小岛——兰屿岛，这个岛
上住着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达悟族，其中流传着
在其海域中生长的长着翅膀的飞鱼的美丽传
说。2010年，唐山市皮影传承基地河北联合大学
大学生皮影团和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大学生文艺
社团在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时，排练了台湾屏东光
盐民俗艺术团团长刘道训编写的一个 7 分钟的
小戏《飞鱼祭》。后来根据这个题材重新编写，成
就了今天的人·影童话剧《飞鱼祭》，用童话的方
式，讲述了一个有着达悟族风情的故事。

从“求生存”到“求发展”
少数民族戏剧蕴藏了中华民族丰富灿烂的

文化、保存着许多原生态的宝贵艺术，但是由于
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偏远，地方戏曲更是生存艰
难，少数民族戏剧面临着数量和品种逐渐消失的
难题，“缺乏市场”是少数民族戏剧发展路上的绊
脚石。“走出去”是近年来文化战略中最突出的主
题，“走出去”就是要走进市场、走向世界，市场
化、现代化、国际化是走市场的必然要求。中国
的文化产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熟悉国
际文化市场的运作规则是非常重要的。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精心打造的新剧
目——大型原创舞台剧《马可·波罗传奇》是本
次会演的一大亮点，这是一个将民族题材成功
打入国际市场的成功例子。该剧是为纪念元大
都建都 860 周年而作，以 700 年前马可·波罗由
内蒙古西部草原入境抵达元大都 （今北京） 为
背景，透过马可·波罗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的视野
来展现当时元朝的兴盛和繁华。整台舞剧以内
蒙古民族文化的元素为基调，融合了杂技、魔
术等艺术，其飘逸劲特的舞蹈设计、雄浑悠远
的地域音乐风格、华丽精美的民族服饰，以及
多媒体技术与舞台的完美糅合、民族与异域风
情的相互渗透，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
的震撼和冲击。这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戏剧创作
中罕有的大制作，由国内高水平的艺术家和国
际知名专家组成的团队精心打造，不仅打开了
国内市场，还开拓了海外市场。8 月 1 日，《马
可·波罗传奇》 将赴美国中部白宫剧院演出100
场，从草原走向美国，让全世界的观众了解中
国民族艺术的魅力。《马可·波罗传奇》 的成功
充分证明，想要开拓中国文化的海外市场，关
键就在于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因此，中国
少数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必须开启新的思路、
新的视角和新的办法。

少数民族戏剧是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
的“活化石”，一个剧种往往承载着一个地区、一
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情感，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
演为少数民族的优秀剧种和题材搭建了一个平
台，通过这个平台向观众展示了少数民族的历史
和现实生活。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每 3 年举
办一次，已成功举办两届，是一项国家级的少数
民族戏剧盛会。本届会演秉承上届会演提出的

“在民族的生活原型和艺术样式上进行创作，突
出少数民族的风格特征，允许形式的多样化，允
许与汉族戏曲剧种的差异，允许融合其他艺术
元素为己所用，保持和发扬少数民族的艺术风
格，构建和谐、稳定、民族团结的盛会”的宗
旨，意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繁荣
少数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延续少数民
族戏剧的艺术生命力，唱响民族团结的颂歌，
同时也充分体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关
注和重视。

8 月 13 日晚，第三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将
在乌兰恰特大剧院隆重落幕，并举行颁奖仪
式，同时西北民族大学的大型歌剧 《文成公
主》 作为闭幕式献演，将为此次会演画上一个
完美的句号。

孙家申 曹明强杨叶生 罗 汉

少数民族戏剧
精品迭出

——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综述

□申 文

《《女儿寨女儿寨》》剧照剧照 《《大唐公主大唐公主》》剧照剧照

《《马可马可··波罗传奇波罗传奇》》剧照剧照 《《贵妃还乡贵妃还乡》》剧照剧照

《《萧城太后萧城太后》》剧照剧照

《《穆桂英穆桂英》》剧照剧照
《《孔雀翎孔雀翎》》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