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连续两年，每年《剧本》杂志 !月号，都有
欧阳逸冰的剧作，而且写的都是同一类题材，
"#$%年的《大顺子吼歌》，"&$'年的《那山有片
粉色的云》———而且，皆由中福会儿艺排演、公
演，此番还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留守儿童是近年来被儿童剧描写最多的
题材，关于这个题材，我们见到太多的悲惨场
面描述，生活里的艰苦，内心孤独，对爸爸妈妈
的渴望……总让人忍不住或眼含热泪或一声
叹息。而欧阳逸冰的这两部剧作的特别之处就
在于他笔下的小主人公，没有眼泪，总是那么
昂扬，那样快活，特别是《那山有片粉色的云》
的小主人公彝族男孩阿鲁。他的爸爸没了，妈
妈走了，相依为命的姐姐也失散了，生活的逆
流过早地磨练了他。然而，他挺身站住了，因为
爷爷临死前，给了他一件宝贝（犀牛角上刻着
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他随身带着它，就像爷爷
宽大的胸怀温暖着他。他牢记爷爷留给他的
“处事金句”：“富人有金钱，穷人有壮志”。阿鲁

的生活威风着呢，他是周边的孩子王，一呼百
应，周遭的孩子们不听家长的话，个个听他领
导，因为阿鲁爱护每一个小伙伴。就连那只花
白点的猪，也是他的兵，被他指挥得团团转。
在彝族歌谣《等姐姐》的旋律中，你能从字

里行间看到在阿鲁的小世界———那个神秘的
九连洞，他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自在天成，友
爱欢乐。让我热泪盈眶的恰恰就是他和孩子们
这样的无知无畏，天真无邪，向往英雄的精神
状态———他想象自己真的是英雄，真的能解决
一切，他以为挣了钱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可以为了挣钱而准备出走，但是绝不放弃自
己的尊严。他心中有自己的英雄偶像，而这个
彝族英雄又经常幻化成自己可爱的姐姐，那就
是他的希望。当他遇见了上海中学生赵绾儿，
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姐姐索玛，他的希望燃烧起
来了，就像那片粉色的云飘进了心中。风知道，
树知道，那就是爱。用欢乐去写一个苦涩的故
事，更令人心疼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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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家京剧院有创演革命现代京剧的优秀
传统，此次创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另辟蹊
径，虽然是宏大题材，但却举重若轻。

京剧《红军故事》采取了叙事文学中最常
用的“叙述体”、“回忆体”方式，借一个红军老
战士的口吻，把三个散琼碎玉式的小故事串缀
起来，这种串珠式故事结构，有一个共同的主
题，缅怀并铭记为新中国成立付出了鲜血和生
命的革命先烈，而红军老战士重走长征路的行
为，使得这部戏成为他带领观众重温当年艰难
险阻的荡涤心灵的光辉历程。

剧中的周国才在长征途中还只是一个少
年，他亲身经历了刘氏父子感人的事迹：儿子
刘水生为他挡住子弹壮烈牺牲，父亲刘红根为
了伤兵员的伙食献出儿子留下的皮带这唯一
念想，自己却倒在长征路上，刘氏父子前赴后
继的英雄事迹，延续的是革命的火种、革命的
精神。而周国才的成长，同样是这种精神的延
续。如今依然健在的周国才向儿孙讲述革命往
事，他还重走了当年的长征路，偶遇了徐解秀，
从而展开《半条棉被》故事的叙述。由战争和牺
牲的亲历者叙述这些故事，在增强悲壮意蕴的
同时，又赋予全剧庄重和深情的叙事氛围，从
而达到感动人心、启迪观众的艺术效果。
在“回忆体”戏曲中，时间的今昔穿越是经

常要处理的场景，该剧擅长以戏曲化的手法来
表现时间跨越。《半条棉被》中，由袁慧琴饰演
的徐解秀有一个动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
徐解秀开始回忆往事时，表演者袁慧琴解下系
在腰间的围裙，反过来系在头上，围裙变成头
巾，徐解秀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身份转换，
舞台上则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时间跨越。这
样一个小小的道具，承载的其实是中国戏曲

“无穷物化时空过”的虚拟时空观。这是对中国
戏曲时空自由、虚拟性、假定性等美学原理以
及道具运用、行当设置、身段程式等的娴熟掌
握与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
《军需处长》讲述的是红军过雪山途中，军

需处长火雁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毅
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身上的衣裳，保证全
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自己最后变成一尊冰
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火雁弥
留之际，意识已经逐渐模糊的他仿佛听到慈爱
的母亲唤他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听到家乡熟
悉的渔歌，仿佛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伴随
着他的回忆，舞台上响起轻快欢乐的家乡民
歌，打渔的小伙子随歌踏舞。“新歌舞演故事”
就以这样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方式进入京剧
舞台之上，融入京剧的歌舞体系之中。在《军需
处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杜喆饰演的火雁有
一大段“腰巾舞”。雪山上肆虐的狂风撕扯着火
雁手中的腰巾，这腰巾不但是他最后的保暖
物，更是爱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火雁拼命想
要抓住腰巾，用手中飞舞的腰巾来表现猛烈但
却无形的狂风，他用力地掷出腰巾，紧紧绷起
的腰巾表现出被大风吹鼓起的充满力量的形
态，也表现出火雁拼命要夺回腰巾的样子。这
无疑是一段非常成功的现代舞，既符合既定的
场景，又表现人物心态，与剧情、人物和情感紧
密交融在一起。
现代戏的舞蹈表演问题，或者说是现代戏

的戏曲化表现问题，是当前戏曲创作面临的一
大课题。没有了传统戏装上的水袖所提供的表
演依托，现代戏曲的舞蹈问题似乎失去了表演
支点。《军需处长》中的“腰巾”就是舞蹈表演的
支点，是解决戏曲现代戏舞蹈创作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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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成
功的工业题材话剧确实不多，人
们常常感叹工业题材难写，军工
题材尤其难写，也许工业流程很
震撼，生产场面很壮观，但是表
现在舞台上，很容易流于叙事层
面或者现象一般。
《苍穹之上》涉及了带有挑战

性的军工题材，表现改革开放 (&

年，中国军工企业面临各种困难和
挑战，奋力追赶世界领先目标，打
破西方的技术封锁，独立研发、制
造中国自己的型号飞机———歼击
机的故事，在话剧舞台上首次塑造
了中国航空人的英雄群像。
这是一个宏大的现实题材，它

关乎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信，牵连自近代以来“落后就要
挨打”的民族历史情结，更显示着
面对挑战、攻坚克难、奋斗不息、求
索不止的民族精神和奋斗业绩。苍
穹之上，寰球如此凉热；苍穹之上，
有我时代壮歌；苍穹之上，天风浩
荡，腾飞在即，目标永在前方；苍穹
之上，星光如目，云霞如魂，那是几
代航空人呕心沥血、铭心刻骨的奋
飞之梦。此剧意象宏伟，气势如虹，
情感浓郁，真挚生动。
《苍穹之上》所反映的生活，视

角比较开阔，不仅表现了参与型号
飞机研制的科研人员如设计师江
川（后升为总设计师）、其妻张琪，
集团总裁、总设计师万知远，科研
人员黄瑞春、谭晓、试飞员高翔等；
也表现了型号飞机的制造者如厂
长徐崇立、铆工匠肖师傅、肖师傅
的徒弟江小海；以及上级领导李部
长、社会上的军迷女孩、转业后成
为飞机零件供应商的程亚杰夫妻
等等。此剧的人物谱系贯穿了三代
航空人的奋进足迹，涉及了部署、
研发、制造、试飞等多个部门的多
重关系。
此剧叙事线索跌宕起伏，情节

推进步步深入。戏剧没有回避研制
型号飞机的艰难性，剧作家的笔触
从低潮落墨，表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
经济的冲击，军工事业处于低谷，原本研制
飞机的人们，不得不为解决生计制造民用
“巴耳朵车”（带拖斗的自行车）、摩托车、鸡
笼子、饭铲子。杀鸡焉用牛刀？看不到前途的
人们纷纷转行跳槽。此时从北京回来的集团
老总万知远，带来了型号飞机上马的消息，
这让江川等技术人员因为找到了用武之地
而兴奋不已。此时，军工企业的生产条件非
常有限，但是这些航空人心存高远，拼命苦
干，不仅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型号飞机，而
且要跨越二代三代，直奔四代机的研制生
产，让飞机从机械操控变成数码运转，这谈
何容易？
技术的攻关艰难重重，心理的适应尤其

困难———排除过无数次空中险情的试飞员
高翔，面对新型飞机的驾驶却茫然无措，进
而打起了退堂鼓。万知远尝试让试飞员参与
飞行模拟实验，实现研制、生产、驾驶的协同

攻关。然而在飞机初步完成定型
后，又发现了设计缺陷，需要推
翻原来的成果，启用新的方案，
这是戏剧情节和人物情感的巨
大顿挫，紧接着，又出现了发动
机在模拟飞行中停机的故障。面
临瘫痪危险、需要马上手术的江

川妻子张琪离开病床，一步步艰难
攀爬，进入飞机悬窗，找出了故障原
因，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剧中的
情节发展起承转合，跌宕震颤，张力
十足，气势不凡。
编剧以对于航空人的个性具有

深入的了解，塑造出独特鲜明、富有
个性的人物形象。剧中的江川和妻
子张琪，是典型的理工男和理工女，
他们为新型飞机的研制抛家别舍，
忘我工作，可是儿子小海却成了野
孩子，考不上大学，让他们既无奈又
自责。剧中，张琪带着小海闯入江川
的工作室，江川很诧异，埋怨她不该
把家庭和工作搅在一起，张琪恼怒
地说：我在家时候，你在家吗？你在
家的时候我在家吗？你在家的时候
他在家吗？以平常话语把科研工作
者的忙碌状态与奉献精神点化出
来。他们是要强的，也是理性的，他
们的私人情感具有鲜明的职业特
点：用说理的方式谈情，用争执的方
式示爱，用逞强的方式交流，用离开
的方式贴近。工作的压力，精神的焦
虑，家庭的矛盾，让他们没办法和风
细雨般温和，只能是雷厉风行般行
动，这是他们强烈的事业心的表征，
也是他们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的集
中反映。
作为军工题材的话剧，很多科研

奥秘、技术参数无法呈现也没必要呈
现在舞台上，因此，此剧重点表现的
是科研人员、生产人员、试飞员的真
挚情感：一是对民族的深情，二是对
飞机的钟情，三是对家人、恋人的亲
情。航空人这样形容他们的飞机：“这
飞机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啊，外装是
它的皮肤，发动机是它的心脏，线路
是它的血管······在它上面，记载着

我们航空工业的过去和现在。”时光如潮，生
命如歌，新型飞机的研制成功凝结着几多心
血，几多甘苦，几多感叹！戏剧巧妙地交织了
研制者的个人情感、科研攻关步骤与飞机生
产过程，当飞机在云层之上翱翔之时，作为中
国人，我们不能不为之感慨动容。
《苍穹之上》的舞台设计，采用写实与写

意相结合的方式，中性的高大的金属框架，
显示着大工业的场面和气势；而发动机的实
体呈现，在灯光效果的烘托下，显得具有科
技含量和视觉冲击力。导演的舞台调度节奏
感很强，重点场面的处
理很见功力。当然，此剧
还有提升的空间，比如
各种情节线索的交织，
如何更协调统一，主人
公江川的内在心理和情
感张力，都有进一步加
工、提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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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故事》,平凡中见深刻

把
时
代
壮
歌
写
在
苍
穹
之
上

!

宋
宝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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