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颜乌，春秋战国时人，家
贫，至孝。汉刘向《说苑》载：“颜
乌，亲亡，负土为大冢，群鸦数
千衔土相助焉。乌既死，群鸦又
衔土葬之。”此地初名乌伤，后
名乌孝，现名义乌，均由此来。
当地又传，颜乌为免父亲被蚊
虫叮咬之苦，不惜袒胸露背，
舍身饲之，这比“二十四孝”中
“吴猛恣蚊”的故事，早了五
六百年。这两个传说，在婺剧
《乌孝词》中成了人物的定位、宣
叙的重点和剧情的高潮，也奠
定了该剧“传奇”的美学质地及
风格。
“传奇”是中国古典戏曲的

一大传统，是一条通贯千年的
审美风景线。综观历代经典，不
少现实题材为主的剧作往往具
有传奇色彩，而浪漫主义为主
的剧作更是人神共处、你我不
分。现实主义者如《窦娥冤》之
“三誓灵验”，浪漫主义者如《牡
丹亭》之花神判官，历史久远者有《白
蛇传》《天仙配》和《梁祝》，现代新编者
有《情探》《李慧娘》《红楼梦》……庶几
可称，中国戏曲的历史，就是传奇人物
和故事的历史，这是戏曲“人神共愉”
特性尚存并延续的具体显示，也是戏
曲艺术与现实生活适度分离的内在要
求，更是中华民族从诗歌到小说、从书
画到戏剧的整体文化思维共性和艺术
审美的外在诉求，绝非以“童话”或“幻
想”之类词语所能掩蔽或抹消。从群乌
衔土和恣蚊护父这两个传说看，“颜乌
葬父”具有介于传说与现实间的性质，
为戏曲原创提供了一次对传奇审美进
行适度继承、使其重现价值和回复元
气的良机。

有鉴于仅凭上述两个传
说，不足以成就一台大戏，该
剧以颜、孟两家人的纠葛及
不同命运撑起故事框架，织
成戏剧矛盾，从孟家收留颜
家起始，到孟家逼迫颜家不
成而驱逐之，再到颜家在山
洞安身并实现自给自足，最
后收留落魄的孟家老人作
结。尽管其中情节桥段十分
多见，可谓毫不新鲜，但该剧
依然做到了令人相看不厌。这
既归功于“爱看故事”这一长
期的民间积淀，也归功于戏曲
艺术的魅力展现。

孝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
基，所有道德规范之本。自古
云“百善孝当先”，意义专而深
远，因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
将孝作为“修身”“齐家”的基
础，再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推
向整个政治社会的，于是孝就
成了忠。换言之，忠孝实为一

体，孝是忠的基础和出发点。古人认
为，乌和鸦是两种不同的鸟———乌羽
纯黑，能反哺；鸦羽灰杂，不能反哺，因
此乌代表吉祥，鸦则代表不吉。乌鸦之
别在剧中虽未明确，但编导将颜家父
子的互相照料与孟家父子的互相利用
形成对比，将颜乌马兰因爱成婚与少
富翠翠窃财私奔形成对比，正应了两
条情节线所内涵的两种道德观，既强
化了道德反差和戏剧张力，更将孝道
从个人的修行推向家风的树立，推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道德建
设。义乌以属于本地的历史掌故、本土
的戏曲剧种弘扬孝道，建设家风，倡导
社会风尚，称之为“小剧演大道”“小地
方看大中华”，不可不谓剀切。

! ! ! !话剧《谷文昌》以倒叙的手法，
回溯了解放初期南下干部谷文昌自
来到东山，便踏实扎根东山，深入群
众，解决难题。谷书记带领大家植树
筑堤、战胜风沙，将“敌伪家属”改为
“兵灾家属”、一项德政收获十万民
心……该剧展现了谷文昌同志对党
忠诚，心系百姓，严以律己，廉洁奉
公，带领群众，变“荒岛”为“宝岛”，
歌颂其“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的坚定信仰、公仆
情怀和担当精神。
剧组主创人员两次赴东山体验

生活，充分听取党建专家、戏剧专
家、普通观众、新闻媒体等各方意见，
剧本易稿 !"次，多次打磨提升，终于
获得专家、观众、媒体等各方的认可
与赞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仲呈祥认为话剧《谷文昌》“很感人，
很成功，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
都很好，真正打动人心，为主旋律创
作作出新的表达”。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话剧史专家宋宝珍说：
“《谷文昌》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结
合现代舞台技术手段，展现了真实、
生动、质朴、感人的英模形象。全剧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理念性的叙事
逻辑，破除了罗列性的事件铺排，在
英模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实为其中
的佼佼者，也是值得肯定的成功之
作。”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党员李静对
《谷文昌》的感受是：“‘我们是人民
的勤务兵，不是官老爷。’———朴实
通俗口号到极致，可是谷文昌真
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心系百姓，公
而忘私，这便是人间四月天！他无愧
为一名真正的党员干部！虽然时代
不同，纵然身份有异，可我想这伟大
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党员同志学习和
传承！”
在当代主旋律话剧题材的舞台

呈现上，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

辛柏青以自己独特的个人特质及其
对谷文昌精神的深刻解读，塑造了一
个有血有肉、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
“谷文昌”形象。初看辛柏青“谷文昌”
的亮相，那穿着深色大衣的暮年谷文
昌，那穿着解放军军服的青年谷文
昌，依旧闪烁着辛柏青早年扮演的电
视剧《我亲爱的祖国》里留美科学家
“高源澄”、话剧《狂飙》里“田汉”的影
子，他是儒雅、谦和的，纯净的眼神、
脸上略带着羞涩的笑意……
初次去东山采访时，辛柏青对

谷文昌用过的笔记本印象深刻，他
说：“谷书记将事情记录得非常详
细。看了他的笔记本，我觉得他是一
个非常智慧的人，他不仅肯动脑筋，

更善于解决问题。”随着对谷文昌的
深入了解，在辛柏青眼里，“真实的
谷文昌可不是那种‘端着’的干部，
他有血有肉敢担当，做事变通不古
板。生活里更是很有烟火气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舞台上的辛柏青，
不论是举止动作，还是台词处理上，
摒弃了“虚浮华丽”的呈现方式，一
切都是生活化，以质朴、本真的表
演，塑造了一个丰满、鲜活的好干部
谷文昌形象。
剧中，谷文昌将妻子史英萍结

婚时穿的衣服送给贫穷的村民，当
村民们离去，谷文昌旋即转身向妻
子下跪，乞求原谅……这一细节，真
实地展现出平常小夫妻的“你侬我
侬”的常态，引发台下观众笑声；同
时，它又是真实、感人的。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三幕
开始时，东山倒春寒气候下，许多
木麻黄被冻死了。尽管谷文昌不同
意，但村民们一个个自发地抱着自
家的棉被裹住树苗，以防小树苗被
冻死……此刻，老百姓无声、质朴
的情感、举动，谷文昌既怕老百姓
挨冻、又怕树苗冻死的焦急心情，形
成一种无声的情感张力。
谷文昌与妻子史英萍的情感宛

如涓涓细流，温润着黄沙漫起的东
山。两人相爱于南下途中，是一对有
着共同志向的革命伴侣。暮年谷文
昌身患绝症，却不知情，在结婚三十
年之际，他悄悄给妻子买了一件与
当年那件送给村民的嫁衣一模一样
的衣服，委婉地向妻子表达爱意与

歉意。辛柏青在演绎这一段戏上，看
似寻常，又饱含深情，凸显了谷文昌
终其一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对人民的爱、对东山的爱、对妻
子的爱，是谷文昌始终未变的情愫。
谷文昌，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
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剧末，谷文昌重回东山，木麻黄

茁壮生长着，满眼绿意。谷文昌感叹
道：“我对不起乡亲们，我做的还远
远不够呀！……”没有惯常见到的英
雄人物的豪言壮语，没有气吞山河
的表白，辛柏青娓娓道来这段台词，
愈是平静、深沉，却愈是让人感动落
泪。当英雄还原为人，作为普通人一
分子的我们，更为此觉得自己的渺
小、不足道。

习近平总书记曾称赞谷文昌
“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东山老百姓尊谷文昌为“谷
公”，“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
地多年的习俗。“又见袅袅炊烟，又
见群群飞雁，你播撒一路春风，只为
百姓梦圆！”人民将永远怀念“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
戒”的“四有”干部谷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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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粉丝也能成为交响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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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辛柏青塑造“谷文昌”

! 朱光

! ! ! !“前来听音乐会的有格兰芬
多的吗？”意大利电影交响乐团的
指挥站在舞台上问。观众席里传
来一片欢呼声。“赫奇帕奇的呢？”
又传来一阵欢呼声。“拉文克劳的
同学们！”欢呼声接着传来。“斯莱
特林！”欢呼声不亚于格兰芬
多———那是哈利·波特在霍格伍
兹魔法学院读书时被分到的学
院。这两天，在上汽·文化广场上
演的“哈利·波特电影交响音乐
会”，成了哈利·波特迷的大聚会。
从来没有一场交响音乐会那么热
情似火、那么群情激越。

这股热潮，在音乐会开场前
就涌动了。按常理，进入文化广场
看演出要经过安检。排队安检的
人群里，有不少穿着黑色巫师袍
子的年轻人，只是帽子的里子不
同，红色的属于格兰芬多，绿色的
属于斯莱特林。最简版的装扮，就
是围上一条围巾。红黄两色的代
表格兰芬多；绿灰两色的代表斯莱
特林———“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
多半支持哈利·波特，所以支持格
兰芬多；但是拥有巨大能量，几乎
可以与格兰芬多势均力敌的斯莱
特林，也有不少拥趸。以至于，粉丝
们在安检等候时，都拔出了魔杖！
沉溺于魔法世界的他们，没有料到
安检是不会让看起来可能会伤人
的棍子通过的。所以，安检前，他

们还忙于在大堂里摆出各种运用
魔杖施法的造型自拍留念———随
后，把魔杖留在安检处。

虽然，他们的举动延缓了安检
的速度，但是，一同排队的观众们
不仅没有抱怨还纷纷凑上前去要
求合影。其间，还出现了一位装扮
成斯内普教授的老外，成为现场明
星———因为扮演斯内普教授的英
国著名舞台剧演员艾伦·里克曼
于 !#$%年 $月因病逝世，所以粉
丝把对这一角色的热情都投射
到这位老外扮演的斯内普教授
身上……

这台音乐会由意大利电影交
响乐团现场演奏，天幕上则播映
哈利·波特电影的第一部《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基本上，交响乐
团是在为电影做现场配乐。电影
从华纳兄弟的厂牌开始播映，此
时就有配乐，直至电影结束后字
幕滚动的 $&余分钟。除了对白之
外，凡是作曲约翰·威廉姆斯原先
有配乐的地方，现场音乐就会响
起。按理说，这种为现场播映电影
同步配乐的形式并不算特别有创
意，也谈不上令人十分惊喜，但是
它创造了一个哈迷聚会、共鸣，与
同好分享情感的奇妙时空。尤其
是在第一部影片中，不少已经离
世的著名演员重新出现在天幕
上，令观众分外唏嘘。除了艾伦·

里克曼之外，扮演校长邓布利多
的李察·哈里斯、饰演哈利姨夫的
理查德·格里菲斯……如今空留
身影在银幕。当影片播映到学年
结束，邓布利多宣布格兰芬多学
院总积分第一时，全场身穿格兰
芬多校服的观众激动地鼓掌欢
呼。剧终时分，二楼观众席悬挂出
了代表每一个学院的口号，“金色
雄狮格兰芬多”“高贵冷艳斯莱特
林”……虽然意大利音乐家们看
不懂中文，却也兴高采烈地让随
队摄影师赶快抓拍。也有观众幽
幽地评价：“挂横幅，这也太不 '(!

)*+(,)'-(,.（国际化）了……”
演出前，有记者问了指挥这

么一个问题———你是希望看到观
众相对理性，遵守规则地欣赏呢，
还是像哈利波特粉丝那样在电影
高潮时情绪激动？这位在加利福
尼亚出生的意大利贾斯汀·弗利
尔表示，“我希望让交响乐拥有更
多的新听众。”在欧美，交响乐的
受众正如戏曲在中国———拥有悠
久历史的艺术形式吸引的更多是
老年人。通过电影配乐乃至电影配
乐音乐会，传播传统文化的形式，
是否能让我们也有所启示？

正如哈利波特粉丝也可能成
为交响乐迷；小众艺术，通过大众
传播，会让小众艺术的爱好者人
数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