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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茶陵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湘
剧《云阳壮歌》入选第七届湖南艺术节新创
大型舞台剧目展演，并于 1 月 3 日在株洲神
农大剧院上演。该剧成功地感染了现场观
众，他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着自己对这部
剧的喜爱，更是表达着对茶陵革命老区的
这片红色热土的敬意。

《云阳壮歌》不是写当代英雄模范，也
不是歌颂先进人物典型。当全剧落幕时，观
众都知道了，这就是完完全全描写自己身
边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他
们的心愿、心情、心声，以及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盼的一出戏。

关于突破
唱十送红军，知老区往事
有关红军长征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有

很多，关于与红军惜别的老区人民，以及红
军家属的故事却极少。大型现代湘剧《云阳
壮歌》便讲述了这些故事；可谓以个体的

“微型叙事”指向革命的“宏大叙事”。
该剧的时间节点定格在 1950 年，湖南

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之后；它选择了昔日
红军战士回归故乡的场景，用平实的笔墨，
刻画出了老区人民包括红军家属这群人，
他们用血与火、爱与愁来浇灌红军离开这
十五年的往事。

《云阳壮歌》上写重大事件、下说百姓
生活，披露了时代大背景下那群人的生存
状态。该剧真正让观众领悟到了，革命精神
永在民间。

该剧发生的地点是株洲茶陵。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席卷全县。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茶陵作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中国第一个县级工
农兵政府诞生地、湘赣省的重点县、模范县
彪炳于世。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曾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征战、力挽狂
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茶陵牛”之誉
的茶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
后继，浴血奋战，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
史剧。

《云阳壮歌》选择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
个人的方式，刻画出玉姑这样一个形象：刚
刚十送红军，立刻白匪进村；刚刚惜别爱
人，立刻逃难离家；刚刚怀上孩子，立刻面
临灾祸……谁来保护她，是同样是红军家
属的霞姑、是把红军当作自家人的铁保。

该 剧 在 结 尾 处 的 舞 台 形 式 让 观 众 耳
目一新。春牛以家乡的米酒，敬献茶陵这
片红色热土上所有为革命作出牺牲奉献
的亲人们。

“（唱）一杯酒，敬战友，我的同志们，
想当年举火燎天同上井冈山。
血海征程，呐喊之声犹在耳，
硝烟散尽，你们人未还。

（合唱）洣水波扬安魂曲，
愿战友英灵，长伴云阳山。

（唱） 二杯酒，敬铁保我的好弟兄，
你的忠肝义胆撼云天。
救她母女，慨然一诺千金重，
将那泪痕伤疤斑斑点点作笑谈。

（合唱）云阳壮歌歌一曲，
留得了情暖春晖在人间。

（唱） 这三杯酒敬父老我的乡亲们，
谢你们凛然执着坚守年复年。
巍巍云阳，见证你们的牺牲和奉献，
忍辱负重，将艰难困苦视等闲。

（合唱）高擎手中旗，看万山红遍，
换来这春风荡漾，朗朗晴天。”
殊 不 知 ，云 阳 山 下 ，走 出 了 多 少 个 春

牛；解放之日，又只是回来了几个春牛呢？
这样的戏剧场景，富有极大的艺术感

染力。一台大型湘剧能够唤起观众对红色
基因、红色茶陵的纪念与传承，让观众珍惜
当前美好可贵的生活，无疑使该剧的整体
格局和创作意义上升了一个高度。所谓壮
歌，不外如此。

关于坚守
人心与人性，常情中绽放温暖

玉姑怎么活下来的？千难万险的十五
年，没有太多交代。此处，可以套用一句话
——“解放啦！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虽
然村里的人不理解玉姑为什么又找了男
人，虽然背后总有人嚼舌根。但玉姑没辩
解、救她的铁保也不分辨。他们用自己的坚
守，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切事实在剧情快结束的时候水落石
出。玉姑、春牛、铁保之间看似三角的恋情
却无太多爱恨离愁，只关乎对于坚守的定
义。情义之间，选择不是唯一，但坚守成为
唯一。这恰恰也是老区人民，在十送红军

之后的坚守，是一颗闪闪的红星，在等待着
满山开遍映山红的到来；这恰恰是一代红
军家属，在惜别丈夫、守望在家乡、含辛茹
苦的抚养着革命后代，所承担的一切。

《云 阳 壮 歌》不 仅 讴 歌 了 茶 陵 人 民 为
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忍辱负重、前赴后继的
壮举；而且把艺术表现的视野拓宽到了普
通民众广阔的生活背景，触及为战争苦难
所波及的那群人，包括红军家属们的情感
世界。

剧中人物那份真实真挚的感情深深打
动着观众，剧情是生活化、人性化、通俗化
的。霞姑苦苦守候的十五年，即使眼睛已经
瞎了，却依然为心上人一针一线做着鞋子，
在家中盼着秋林回家，这是一种催人泪下
的爱情。铁保守着护着照顾着玉姑十五年，
待春牛一回，便自愿离开，不让她为难，这
是一种甘于奉献的大爱情怀。而春牛尊重
玉姑的选择，大方祝福着铁保和玉姑，这种
爱情让观众心疼不已。无论何种选择，他们
其实都选择了为革命奉献一生，这样的选
择与牺牲无疑是高尚的。

该剧道出了当代戏剧艺术乃至整个文
艺创作的一个核心审美理想——平民化和
人性化。这不仅是对革命历史题材“高大
全”式的英雄化模式的改进，更是对基本艺
术创作规律的回归，同时也是对当代审美
需求的积极创新。

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可以说，该剧
是为舞台上关注百姓、讲述中国故事提供
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艺术探讨之路。

“红色”种子的萌芽
——评《红色娘子军》

马梦春

《红色娘子军》是由谢晋执导，祝希娟、王新刚等主
演的一部经典红色革命电影。导演以写实手法围绕吴琼
花描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
成长及战斗故事。影片从一个小人物入手展现了红色娘
子军队伍的成长，以小见大的手法揭示旧社会剥削阶级
对妇女的压迫以及对娘子军、对党的歌颂。

导演通过音乐等塑造了以吴琼花为代表的娘子军
群像揭示旧社会的黑暗，揭示红色革命精神。

革命形象：吴琼花的自我成长
影片中吴琼花在自我斗争中实现了第二性的突破，

从一个受地主压迫的低层奴隶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
革命战士。影片中导演给吴琼花塑造的外表也是短发干
练、身材健硕的去女性化形象。尤其是吴琼花那双“火辣
辣”的眼睛，在被问道为什么加入娘子军时，琼花扯开衣
服露出伤痕，眼神中充满了对南霸天的愤恨以及加入队
伍的决心，影片中多次展现了琼花的眼神画面无不彰显
吴琼花果敢、坚毅的性格特征，塑造更为真实且典型的
战士形象进而颠覆观众心中传统的女性形象。此外，导
演还通过洪常青同志进一步完善了吴琼花的形象。在洪
常青同志的影响下，吴琼花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个人
性格得到转变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党员战士。例如，娘子
军得知常青去世后冲动报仇，而琼花则像当年常青教化
她一样去教化娘子军，就像影片中常青自己所写的：“砍
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琼花
的身份在此实现质的转变，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员。影片以简练的情节刻画了一个“花木兰”式的英雄形
象凸显娘子军的英勇事迹。

革命音乐：旋律中的革命激情
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为人物的塑造

烘托特定的氛围，更是将影片的核心内涵融入进旋律当
中。《娘子军连歌》作为《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贯穿影
片，导演使主题曲由影片中的娘子军唱响将音乐与影片
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了娘子军的英勇形象，与此同时，准
确表达了影片的思想内涵。歌曲在影片中总共出现四
次，首次出现是影片的开头处为影片奠定了积极向上的
基调；第二次在成立娘子军时，此刻，歌曲则成了她们心
中那份坚定的信仰；第三次出现是娘子军得知常青同志
牺牲后唱出的，表达了此刻娘子军内心的悲愤以及为常
青报仇的决心；最后一次则是在南霸天被抓，斗争获得
胜利之时，歌曲不仅仅是歌颂娘子军的胜利，更是升华
了影片的革命主题。歌曲以海南民歌为基调素材，歌词
朗朗上口，使歌曲更贴合影片的故事背景，给观众留下
更深刻的印象。

革命精神：斗争下的革命思想
作为我国一部经典的红色电影，《红色娘子军》传达

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艰险、英勇斗争的奋斗精神和勇于
思考、勇于实践的开拓精神。影片主要以琼花的自身成
长一步步叙述革命精神的内涵。琼花因父亲被南霸天杀
害，自己沦为女奴之事而充满仇恨，琼花加入娘子军的
初衷是复仇，是一种自私的价值观。常青所代表的是先
进的领路人，而琼花则是旧社会的被压迫者，常青同志
从开始的“哪一个战士不是眼泪泡着心”到后来的“点一
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来教化琼花同志并揭示了革命的
实质。常青的出现拯救了琼花，更大程度上则意味着党
的出现拯救了社会。革命革的不仅仅是南霸天一个人，
而是旧的社会阶级；解放的也不仅仅是琼花一个人，而
是像琼花、红莲一样的整个社会群体。

导演在“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中塑造了典型的娘
子军群像，发扬了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激扬的革命
精神贯穿影片始终使得《红色娘子军》成为一部不朽的
红色电影。

现代国安题材谍战剧《对手》正在央视热
播，由卢伦常执导，郭京飞、谭卓、颜丙燕、宁理
领衔主演，讲述当代社会国安干警和境外间谍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斗智斗勇的故事。

跟我们以前看过的谍战片不同，这一部相
当“另类”，没有灯红酒绿，少有刀光剑影。《对
手》用大量的情节展现了间谍们的婚姻爱情与
日常生活。间谍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和特
异功能，想要俘获的对象就是我们周围的张三
李四，想要搜集的情报或许就在我们的办公室
里。他们的生活和平常人一样琐碎和艰辛。

李唐和丁美兮是境外潜入大陆的间谍夫
妻。李唐的伪装职业是开出租车，因为经常要执
行任务，有时候连出租车的月租费都赚不回来，
装个假牙也舍不得。丁美兮虽说是个老师，平常
给学生补课也能赚点外快，但毕竟还有个不省
心的女儿要养，经济上紧巴巴的，连个心仪的包
都舍不得买。为了赚钱她甚至去买骗钱的“理
财”产品，为了要回本金跟骗子纠缠不休，这跟

邻家大姐没什么区别。丁美兮为了获取情报不
惜牺牲色相去接近别的男人，李唐明明知道她
所做的这些“破事”还不能声张，夫妻之间非常
尴尬。

丁美兮搞“破鞋”闹得满城风雨，为了完成
上级指令不得不“离婚”。女儿叛逆，小小年纪就
谈恋爱跟社会青年上了床……生活就是一地鸡
毛，让人焦头烂额。最受煎熬的是他们随时有生
命危险，或被境外的头头处决，或被国安抓捕。

《对手》不按一般的间谍剧套路走，着重描写间
谍的感情生活与日常生活，显得真实可信，很接
地气，因而受到观众的追捧。

《对手》是一部警示片，它向人们敲响了警
钟，间谍很可能就在身边，千万不要被那些看似
普通老实而实则另有所图的人所利用或控制。
他们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引人上钩逼人就范，
贪财好色都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给国家造成
重大损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保住了做人
的底线，具有一定的国家安全和保密意识，间谍
就无计可施，无缝可钻。

言已尽，意无穷
——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甘武进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
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
加选择。”对一个热爱读书的人而言，朱光潜先生的这句话如醍醐灌顶，令
人豁然开朗。如今，书海茫茫，一生能读多少书呢？其实，书读得多与少并不
重要，关键是我们要读有价值的书。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就是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朱光潜先生求学于欧洲，从海外寄回了这十二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信中
所谈皆是青少年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话题，如读书、写文章、恋爱、运
动健身、人生规划、人际交往等，探讨思想、生活和人生等。作者劝年轻的朋
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贪容易，更不能随了世俗、急于近利等，可
谓言已尽，意无穷。

书中说：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
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但是你如果在
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书给人开
悟，帮人早日从井底跳出来，有了自己的思想，也有了真知灼见。

人生苦短，我们常常愁来愁去。在朱光潜先生看来，闲愁最苦！假如把
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
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们要学会摆脱闲愁，多从生活中寻出趣
味。如读书写作、种草养花、下地劳动、谈谈笑笑，跑跑跳跳等，在动静之中，
培养自己领略趣味的能力。

“摆脱不开”是人生悲剧的起源。生命途程上的歧路尽管千差万别，而
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有所取必有所舍，然而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既走上
这一条路，又念念不忘那一条路。鱼和熊掌想兼得，结果不免差误时光。我
们应提得起，放得下，认定一个目标，便只去风雨兼程。

很多时候，我们在“情与理”中纠结，甚至不能自拔。朱光潜先生进行了一
种辩论，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应该受理智支配，还是受感情支配。最后得出的结
论是理智不是万能的，感情也不是。纯粹理智的生活是狭隘的，也是冷酷的，恨
刻薄寡恩的。生活不可能完全理智下去，正常的生活是理智和感情并存的。

无论是谈读书、修身、做人或是交友，朱光潜先生以自己的视角穿透问
题的所在。当人们从青年时期就忘却了自主，需要有一双手带领他们寻找这
个世界的不同可能。此书，给现代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指南，是充满了人生
智慧的必读经典。书中的每一封信读来都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从中收
获的不仅是人生经验，更多的是一种真切关怀，一份关于生活的永恒善意。

戏剧评论 《云阳壮歌》的突破与坚守
张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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