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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话剧《俗世奇人》在株洲神农

大剧院圆满落幕。舞台上，演员们以精

湛的演技，将每一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

分，现场观众无不沉浸在那扣人心弦的

剧情之中。让我们跟随各位评论员，从

文字的角度感受这场话剧给大家带来的

深刻感受。

市井江湖的诗意重构与地
域文化的舞台绽放

《俗世奇人》以强烈的代入感消解了

地域文化的隔阂，观众既能从“刷子李粉

刷不沾衣”的绝技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精

妙，也能在酒馆的市井烟火里触摸到跨

越时代的生存智慧。刘敏涛的表演尤为

出彩，将关二姐的坚韧与悲悯演绎得淋

漓尽致。《俗世奇人》的改编忠实于冯骥

才原著，更通过创新，将地域文化升华为

普世价值的表达。对于株洲观众而言，是

一面映照自身文化认同的镜子。若说遗

憾，或许是剧中部分民俗符号（如快板书

内容）仍显“皮相”，未能更深层融入戏剧

冲突。但瑕不掩瑜。

——雷敏嘉

形象鲜明，耐人寻味

编剧巧妙地将“关二姐”和“炮打灯

酒馆”的戏剧情境及原著中互不相干的

人物串联起来。不仅使观众看到了跌宕

起伏的故事情境，还看到了形象鲜明的

各色人物与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保留

了原著的市井风貌和地域特色。该剧在

灯光、舞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给观众留

下了不错的印象，不仅将清末民初的天

津卫风貌画卷般展现在观众眼前，还巧

妙还原了运河码头边的酒馆场景。“泥娃

娃”这一角色的夹叙夹议，实现了戏剧性

的叙事。这种结构符合话剧的舞台表现

形式，又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审美韵味，体

现了话剧民族化的探索。

——高世逢

俗世奇人众生相

全剧以“炮打灯酒馆”为中心圆点，让

活跃在天津卫京津大运河两岸各行各业，

三教九流的俗人们聚集在此，上演着不同

的奇人奇事。这是当时天津卫老百姓生活

的一面镜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关二

姐对往来酒客的脾性拿捏得恰到好处，往

往三言两语就能将剑拔弩张的气氛化解

得无影无踪。关二姐最后的身怀六甲，为

这部话剧注入了一抹喜色，这就是“俗世

奇人”的真实生活写照；是尘世轮回，生命

不息的俗世奇人众生相。

——黄清卫

从小说到话剧

这部话剧的原著为冯骥才的《俗世

奇人》，写的都是小人物的生活，郎中、泥

匠、酒馆小老板、泥塑艺人、小偷、叫花

子、无赖……性格都栩栩如生。话剧淬取

了小说的精华，注重故事的组合演绎，凸

显了原作的幽默特色。演员们认真、敬

业，表演自然，较好地还原了小说和剧本

的神韵。

——陈文潭

在笑声中感受人性的温暖

将市井生活中的奇人异事搬上舞

台，如同一壶陈年佳酿，醇香四溢。演员

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中的爱情故事也如

一曲悠扬的天津时调，婉转动人。《俗世

奇人》让我们在笑声中感受到人性的温

暖与力量。

——王杨杨

酒馆来往客人的世间百态

表演中规中矩，虽然坐在楼上，但台

词听得很清晰；舞美道具较有层次。戏里

泥娃娃的设计很有趣，既作为旁白，也是

旁观者。刘敏涛老师还是很有魅力的。

——肖秀军

平实的叙事，不拖沓

平实的叙事却让人久久难以平复心

绪。恶人会被收拾，好人会有好报。“关二

姐”是美好的中国女性的代表。整部剧的剧

情围绕酒馆这个小世界发生，节奏不拖沓。

大多人冲着刘敏涛老师去的，确实惊喜。

——陈婕

酒馆里的市井生活

简洁却极具巧思的舞台布景，灯光

的明灭、色彩的转换也紧贴剧情发展，仿

佛亲身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由

于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多个精彩故

事，部分情节的推进节奏略显仓促。部分

人物的情感转变和内心世界的挖掘不够

深入，虽有瑕疵，但依然为观众带来了难

忘的视听盛宴。

——胡然迪

平淡而有思想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线，看起

来平淡如水，但思想上却又激涌澎湃，最

让人震撼的是关二姐最后的那段独白，

“日子永远是可以有希望、有盼头的，不

要对生命失望，不要对生活失望。”

——陈颖

那个时代的奇人异事

仿佛穿越时空，再现“空手拿贼”的

市井英雄和“刷子李”等神奇工匠，亲眼

目睹了那个时代的奇人异事。主角关二

姐的美貌、善良、智慧和仗义，是整部话

剧的灵魂所在。

——殷群

文章选自“株洲神农大剧院”官方微
信公众号

张雄文的《白帝，赤帝》，我读后受益匪浅。当

时报名参加读书活动时，我还在犹豫，一个月能读

完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吗？可当我每天认真读半小

时，真发现没什么难的了。主要原因是：这本书太

韵味了。构成这韵味的元素主要有三：

一是深沉的感情。古人云：为情而造问。作者

出口成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诗成理定何其速，

速在推心置其腹。他对山水田湖、花草虫鱼皆有所

爱，在他笔下，万物都充满了灵气。写文章是走心

的历程，你可以怀疑语言是无力的，但你永远要相

信情感是无穷的，读《火龙腾起的地方》，其中写到

了历史人物段德昌，仿佛人物跃然于纸上，而这样

一位满怀正义感的英雄人物，结局却很悲情。

二是浓郁的文化。读了这本美文，我觉得自己

也是《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

天地之中，这里边的文化应有尽有。有茶文化、饮

食文化、商品文化、传统诗词文化、兵器文化……

几乎是接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化沐浴。《紫云峰

下的书香》一文，讲到了湖湘文化的开山鼻祖胡安

国、胡宏父子孜孜不倦、深耕学问的动人故事，让

人对衡山的紫云峰更加肃然起敬。

三是厚重的历史。书里涉及的不光是当下，还

有历史。可以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比如《沧桑

在浪尖上的老龙头》一文，作者不仅谈及了霞光掩

映下老龙头的威武雄奇，还谈到了明朝时期抗倭

名将戚继光在此的一段荡倭历史。老龙头为万里

长城之东首，向大海深处警惕地眺望，“海风无息

时，崩浪聒天响。”仿佛一直在深情地为东方的这

条巨龙而伴唱，正是因这位集“仁、义、智、信、勇”

于一身的铁将军的出现，让神奇的万里长城得水

化龙，倭寇见了胆战心惊。

当然，《白帝，赤帝》这部书的意味深长，不止

于上述三者，要想真正知道它好在哪里，还得您自

己细细品味。

齐如山是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值得一提的是，因

为他写的剧本过于生动，竟然让观众信以为真。

1913年，他创作了一部名为《牢狱鸳鸯》的剧目。此剧演出时，前来观看

的群众非常多。当剧中姜妙香饰演卫如玉，高四宝饰演胡知县，在戏演到卫

如玉含冤入狱，一上堂就被胡知县喝令责打的场景时，台下一观众实在忍

受不了竟不由分说跳上戏台，两手抓住高四宝的胳膊大喊道：“卫如玉没有

杀人，你为什么把他屈打成招，你这个狗官，真是丧尽天良，我打死你这王

八蛋！”说完，便举起拳头打了下去。很快，剧组工作人员急速劝阻，并向这

位观众解释道：这只是在演戏，不要当真。

有趣的是，这位观众看完戏在回家的路上，依旧不停大骂胡知县可恶，

并说：“如见了面，我还要揍他。”

听刀郎有感
马新声

我是一名平日喜欢听点流行歌

曲 的 普 通 听 众 ，二 十 年 前 ，那 段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更

晚一些”的歌词，凄美苍凉，横空出

世，刹那击中了我的心扉。但即使这

首朗朗上口的歌在大街小巷四处传

遍，我对刀郎的了解也没有兴趣深

究。后来纳闷刀郎怎么没消息了，但

也没有多想，觉得娱乐圈本来就是

像走马灯，明星来得快，去得也快。

直到他以一首风格迥异，歌词

让人众说纷纭的《罗刹海市》，再度

火爆全网，我才渐渐关注起刀郎的

故事，知道了一名草根歌手前行的

不易与坎坷。

多年后复出并再度引爆乐坛

证明：刀郎的沉寂不是放弃，而是

卧薪尝胆、凤凰涅槃。他用他更具

深度和亲和力的歌曲，证明了自己

依然是观众最喜爱的歌手。

一年多来，他举办了几场巡回

演唱会，场场群众爆满，无论男女

老少，都成了刀迷铁粉。尤其在厦

门演唱会上传出的他女儿登台献

唱的感人画面，我这才有兴趣去搜

索他的身世。原来他的爱情和事业

一样坎坷。16 岁独自从四川离家，

遇上了前妻，生下女儿一个月，前

妻受不了清苦不辞而别，之后，他

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到海南唱

歌，组建乐队，因为经济上的压力

而被迫解散。幸运的是，在困窘的

时候，他遇上了他现任妻子，他的

妻子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让刀

郎可以全心投入到梦想之中。他坚

持阅读古诗词，用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生活积淀写出“执笔写下人世间

荒唐、不过为碎银几两“等优美深

刻的歌词，他的每一首歌词都抒发

出对普通人生活的的感悟，激发了

很多人的共情，听得我一度落泪。

而今，刀郎已不是那个瘦削、

帅气、青涩的小伙子了，成了一个

憨态的大叔。但他创作的每一首歌

曲，他动情的热泪，让我们感觉到

娱乐圈里难得的真诚真实。他的真

诚让他收获了刀迷们的热捧。正如

他自己所说：他是把音乐当作梦想

来做的。如今，他的勤奋与真诚终

于让他的才华开花结果。

唯造平淡难
晏建怀

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风格独

特，一定有其形成独特风格的原

因，诸多原因之中也一定有这样一

个：阅读了大量影响自己风格的作

品。纵观大多数名家的创作经历，

莫不如此。汪曾祺在《谈风格》一文

中说：“要形成个人的风格，读和自

己气质相近的书。也就是说，读自

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正

是这一规律的经验之谈。

对于常人来说，读书的作用在

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升素养，

启迪智慧。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还

有一点：塑造文风。可以说，阅读的

趣味决定阅读的对象，阅读的对象

影响写作的风格。汪曾祺在《传统

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文中说鲁迅的小说、散文里“不

难找出魏晋文风的痕迹”。郭沫若

的诗“明显地受了李白的影响”。沈

从文小说的行文简洁而精确处“得

力于《史记》者，实不少”，他独特的

文体“受《世说新语》《法苑珠林》这

样翻译佛经的影响颇大”。赵树理、

李季那一批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

家的作品“受了民歌、民间戏曲和

民间说书很大的影响”。孙犁的小

说初时得益于《聊斋志异》，而晚年

的小说“显然受了中国的‘笔记’很

大的影响”。

汪先生所说其来有自。比如孙

犁就在《关于〈聊斋志异〉》一文中

说：“《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

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

年。”说他最初喜欢较长的那些篇

章，“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

来越喜爱那些更短的篇什。”可见

孙犁对《聊斋志异》一书是十年如

一日的喜爱。孙犁评价《聊斋志异》

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

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评价

其书：“文绝一体，天才孤诣。”喜爱

如此之深，评价如此之高，潜移默

化，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由此而生出一种好奇，汪曾

祺又是受了谁和什么作品的影响

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呢？他在

《谈风格》文中说得明白：“有人问

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

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

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

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如果说汪曾

祺小说技巧方面受鲁迅、契诃夫、

阿左林等人影响大的话，那么不拘

小说抑或散文，他行文的特点则明

显受归有光、沈从文、废名等人的

深刻影响。

汪曾祺认为归有光“善于以清

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我们读

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散文，能感觉

到他“冲和平淡，不事雕琢，行文朴

实，回味悠长”的风格，他善于从寻

常生活细节或见闻中摘取题材，三

言两语间，透露出温情和美感。从

中可以看到归有光对他的影响。汪

曾祺说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模仿，二是

摆脱，三是自成一家。但“自成一

家”后的汪曾祺并不否认这种影响

仍然存在，“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

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汪曾祺受归有光影响深，但深

也只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

花葬志》这几篇。归氏自称文章学

欧阳修，汪曾祺认为归有光比欧阳

修写得更平易，更自然。归有光文

章“无意为文”“随事曲折”“语言衔

接处若无痕迹”诸般特色，乃是历

代暴得大名的散文家所少有的。明

王世贞评归有光的文章“不事雕饰

而自有风味”，确乎见道之言。《项

脊轩志》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

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

矣。”回忆亡者，不过寻常话语，如

此平淡，却催人泪奔。

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

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

平淡。”平淡，并非寡淡如水的平

淡，而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之后

渐老渐熟中游刃有余的平淡，也是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平淡。

写绚烂易，写平淡难。事雕琢易，

“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而让

人感动者则更难。宋梅尧臣说：“作诗

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说的虽然是作

诗，但作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走进世纪伟人的
精神深处

——重读《百年不了情：我与
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李 钊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

书由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均所著，书中沿着自身

成长的时间脉络，讲述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常小

事，站位高远，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充满对亲人长辈

的浓浓亲情，真实呈现出世纪伟人的精神风貌。

周恩来总理一生没有亲生子女，对侄儿、侄女等

晚辈十分疼爱，视如己出，但从未放松对他们的要

求，他和天下众多父辈一样，对晚辈的严格管教中透

露着宽容和疼爱。1946 年 9 月，14 岁的周尔均在上海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第一次见到七伯周恩来，当

周恩来和邓颖超询问他对未来的打算时，他立即表

态希望去延安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周恩来对他

投身革命的追求表示肯定，但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建

议周尔均留在上海读书，充实和锻炼自己，鼓励他

“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

走。”1949 年，经历过社会实践锻炼的周尔均考入第

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周

恩来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写信鼓励他早日在组织上

和思想上入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3年 12月，收到周尔均入党的航空快件后，周

恩来夫妇立即给侄子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长辈

期待的信件，信中将“尔均侄”改为“尔均同志侄”，称

谓上短短两个字的变化，可见周恩来夫妇对共产党

员身份的重视。在周尔均的回忆中，周恩来夫妇对亲

属提出许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的严格要求，被侄

儿女们归纳为“十条家规”，同时鼓励侄儿女们要懂

得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周尔均感受到家

规背后的智慧和亲情挚爱，与妻子约定“在公共场合

见到七伯，不要越前问候，装作不认识”。在周尔均的

讲述中，我们能感知到周恩来总理的亲情世界和他

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一睹中国共产党人将家

庭命运融入到国家和民族发展洪流中的红色记忆。

几十年岁月流逝，但当听到周恩来总理的名字，

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

情。我们曾为他年少时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而激情澎湃，曾为他用南昌起义的枪声将沉睡的中

国唤醒而顿生自豪，也曾为他在长征路上、重庆和谈

时的风采所深深吸引，但他革命生涯中的诸多未收

入党史和军事的事实和细节，我们并未得见。该书

中，周尔均不仅首次详细叙述了周恩来总理的家族

史，并通过查阅共产国际档案中周恩来总理早期革

命活动的原始资料，清晰地梳理出这段历史的脉络

和丰富细节，呈现出周恩来总理立体丰满的人物原

貌。在这些资料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蔡畅同志应共

产国际要求，在周恩来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所写的

旁证材料，信中详尽介绍其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

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以及聪明能干、耐劳肯

干等优点，而无一字提及其缺点和不足。周恩来总理

在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中，自述“英语较差，日、法、德

语很差”，而在蔡畅的旁证材料却写到“他知道英、

日、德、法等外国语言”，这并不是对组织不忠诚，而

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优良品格的体现。周恩来

总理时时刻刻将人民放在心中，国家困难时期，秘书

趁他不在对西花厅进行简单修缮，一向温文尔雅的

周恩来总理大动肝火，让周尔均背诵了杜甫《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更语重心长地说：“要记住，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书中像这样的细节还有

很多，周恩来总理曾让周尔均传达，“保护人民的利

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也曾反复强调“要牢牢记

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百年不了情》一书以详尽的史实和细节，让我

们得以走进周恩来总理的精神深处，领略到周恩来

总理血肉丰满、忧国忧民的精神风貌，他没有留下任

何物质遗产，却用无尽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他没有留下骨灰和墓碑，却在我们心中树

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书名：《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作者：周尔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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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拾萃 齐如山的剧本
（外一篇）

马立明

李可染考上了 张眺反而落榜
李可染 13岁时，经常去徐州城

东的快哉亭看书画家们写字作画，

并默记于心，回家后再凭记忆逐一

画出。他的这种“目识心记手追”的

本事，令老画家们惊讶不已。

1929 年，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杭

州国立艺术院招收油画研究生，

李可染决心赴考。到了杭州一看

招生简章，要求画门板那么大一

张的油画人物。顿时，他傻眼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油画。一

个名叫张眺的同学得知后安慰他

说：“没什么，反正还没到考期，我

来教你！”张眺于是教他如何绷画

布、调颜色。搞笑的是：李可染考

上了，张眺落榜了。

乐评

《俗世奇人》
现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