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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直直击击

《风展红旗如画》：客家儿女的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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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展红旗如画》一共5个

篇章，包含交响乐、合唱、

舞蹈、情景表演等不同的

艺术形式，它们

的巧妙融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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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三明那片土地

上的一幕幕。

文化观观澜澜

4月30日至5月1日，上海歌剧
院的新版歌剧《江姐》将亮相北京登
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本轮演出由
指挥家张国勇、张诚杰轮流执棒，由
第六代“江姐”、两位“85后”青年歌
唱家何晓楠、周琛挑大梁。

诞生于 1964 年的红色经典
歌剧《江姐》是中国民族歌剧史上
的一座丰碑，至今久演不衰。作为
上海歌剧院的保留剧目，《江姐》在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登舞台、进
校园、入社区，在500余场演出中，
培养了任桂珍、唐群、陈海燕、江燕
燕、黄蕾蕾等历代“江姐”。入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色经典剧目展演季”的新版民族歌
剧《江姐》，在2000年世纪经典版
本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突出
海派风格。

上海歌剧院青年导演马达，青
年设计师朱嘉君、刘沈辉，以素描手
笔、版画风格的舞美设计，基于历史
亦融入当下审美的人物造型，更贴
近现代生活、避免标签化的程式动
作，让这部歌剧历久弥新，从当代的
角度来讲述“那时”的故事。除了延
续和传承经典，年轻的主创主演团
队还以全新视角对其进行新的诠释，赋予了

“江姐”新的生命力。
本轮的演出阵容中，不仅“江姐”年轻，其

他重要角色亦有许多“80后”“90 后”，他们
以当代视角塑造角色，为红色经典带来青春
气息。 （钟玲）

阔别一年，第七届北京演艺集团五月演
出季将于2021年4月30日正式回归，在全
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盛大启幕。

演出季以戏曲专场拉开帷幕，著名导演
孔洁担任晚会总导演，北京京剧院、中国评
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
和北京市曲剧团五大专业院团联手打造，精
选各家院团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展示建党
百年以来北京市属院团艺术传承发展创新
的成果。

《智取威虎山》《坐宫》《红娘》《咏梅》唱
出京剧之大美，《花为媒》《春香传》《母亲》颂
出评剧之韵味，昆曲《红楼梦》演绎曼妙昆韵，
河北梆子《自从来了共产党》讴歌党的光辉业
绩，北京曲剧《龙须沟》《黄叶红楼》《旗》演出
文化经典……一方水土一方戏，一方舞台无
限情，在开幕演出现场，观众将在一台戏中看
尽五大剧种经典段落，领略中国戏曲的博大
精深与独特魅力。

此外，“再唱山歌给党听”之歌曲专场、朗
诵专场与国乐专场也将分别于5月23日、5
月25日、6月19日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与北
京音乐厅上演，通过多种艺术表达形式，带领
观众走进历史，读懂英雄，听懂时代。

本届演出季历时54天，9部精品剧目，4
台系列主题演出，23场演出轮番上演，杂技、
戏曲、舞剧、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竞放舞
台，演出将延续至6月19日结束。 （起司）

第七届北京演艺集团
五月演出季开幕

■ 吴玫

早晨还在家门口的羽毛球馆挥汗如雨，
下午两点多已经入住紧邻岱庙的御座宾
馆。动车的速度让我情不自禁地陷入回忆：
30多年前第一次来泰安爬泰山时是怎么从
上海折腾过来的？然而，记忆全无，只记得
我们当年从红门开始攀爬，到泰山顶上已是
满天星斗。裹着租来的棉大衣我们在大通
铺将就了一晚，天不亮就被嘈杂的洗漱声吵
醒，也就没有错过日出。

这一次在房间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行去
岱庙游览。走出宾馆的院子往左一拐，就是
树木繁茂的岱庙广场。走到岱庙北门一回
身，广场中轴线的那一端，就是巍峨的泰
山。与泰山关系如此紧密的岱庙，在来过泰
山的人的记忆里竟然一片空白，为什么？

从岱庙的北门进入岱庙，游览路线大致

是厚载门、铜亭、天贶殿、扶桑石、阁老池、仁
安门、东御座、汉柏院、宣和碑、配天门、正阳
门——似乎也无出同类庙宇之右处。然而，
看过汉柏院后移步到东御座，哪怕岱庙就
此“收官”，我都已经感受到心被它揪疼了。

揪疼我的，就是又名李斯碑的秦朝泰山
石刻。这座先立于岱顶仙女池，后被移入碧
霞祠，经历过大火、暴雨后被安放进岱庙的
石碑，形制似方非方，四面不等，材质坚硬
……我不是碑刻的深度爱好者，所以，不会
去在意形制、材质等碑刻的外观。甚至，假
如到泰安之前不是刚好读完黄德海先生的
《世间文章》，我想李斯碑也不会在我心头叩
击出如此动静，且回声悠长不去。

依照作者在后记里所言，《世间文章》都
是其一不小心思维发散开去而结成的果
实。作者的自况，恐怕不虚，《世间文章》总
共收录了9篇正文和3个附录。搁下3个附
录暂且不论，以试读《檀弓》起始的 9篇正
文，倒有4篇的副标题为“读李斯”，正题分
别是“布衣驰骛，时哉时哉”“物禁太盛，税驾
何处”“拂世磨俗，立其所欲”和“东门逐兔，
其可得乎”。分别取自《史记》《论语》《汉书》
等典籍的句子，被作者细心拈来用作“读李
斯”系列文章的标题，在我看来是准确而又
同情地概述了李斯一生的得与失。

因为李斯的成名作《谏逐客令》，还是因
为李斯被腰斩前面对二儿子发出过“黄犬
叹”？除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古往今
来不知道有多少文人骚客或文或诗地评说
过李斯、唏嘘过李斯、感怀过李斯，到今天，
黄德海再“读李斯”，还能读出个不一样的李

斯来吗？
读《世间文章》，先让我获益的是黄德海

的读书方法。
《布衣驰骛，时哉时哉——读李斯之一》

中，如我读过的那些以李斯为主角的诗文一
样，作者稳扎稳打地陈述了李斯是如何从一
个郡小吏终成一代名相的。不过，在大多数
关于李斯的文章诗词止步之处，作者“不依
不饶”起来：“一个人从小吏到宰相，怎样认
知自己的胸襟格局，怎样面对几何级增长的
信息量，怎样消化因自我决断引发的一系列
或好或坏的反应，不都是问题吗，哪里就容
易一蹴而就了？这里是不是暗藏着什么我
们平常习而不见的秘密机关？”为了回答自
己的诘问，作者兴奋而又勤奋地在书堆里爬
梳，从金克木到王闿运，从哥德尔到福尔克
尔·魏德曼，从鲁迅到徐梵澄，从宫崎市定到
列奥·施特劳斯……经过一番书山筑路，黄
德海笔下的李斯，与司马迁《史记·李斯列
传》中的李斯，未必有多大差异，但是，黄德
海为求证自己的读书心得而广征博引的读
书方法，却警示我：很多时候所谓的盖棺论
定，多为懒惰之人为自己寻找的捷径。

被岱庙珍爱地摆放在东御座的李斯碑，
原铭文总共144字，颂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
的功绩。谁都以为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会万
古长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碑上的刻辞
早已一字不存。我们能识读的，是秦二世胡
亥的诏书——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仿
效其父封禅泰山，嗣后命李斯撰文以记之。
总共79字的秦二世诏书被加刻在了秦始皇
刻石亦即李斯碑的背面，秦二世想以此法确

保自己永垂不朽，然而，速死在皇位上的胡
亥，连他以为在父亲的余荫下能长留于世的
诏书，也只剩下了十个字，其中“臣去疾臣请
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

而以一篇《谏逐客令》为始皇帝赏识从而
权重一时的李斯，更是富贵没过一代，73岁
那年“具斯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追随荀子
学成之后，相信自己的未来不在楚国而在正
万象更新的秦国，便不顾众人劝阻毅然来到
秦国。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尤其是助力秦始
皇在秦国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后，伴随李
斯由郡小吏升至名相那一路上的才华和气
度，也似乎消失殆尽，黄德海认为，直到临刑
前“绝境中的李斯仿佛恢复了丢失已久的才
华和气度”。“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
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死前的“黄犬叹”
读来的确让人觉得李斯的才华和气度扑面而
来，然而，我以为那样的才华和气度就从来不
曾离李斯而去过，只是，为保住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地位，李斯将才华和气度掩藏了起来，
这其中“不得不”和“有意为之”又互相掺杂，
使得我们今天站在岱庙的李斯碑前祭奠李斯
时，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我们从厚载门开始的岱庙游，应该以走
出正阳门结束。当同游者站在正阳门的城
楼上试图将自己和“岱庙”二字同框时，我突
然想回到李斯碑前再站一站，便悄悄下了城
楼直奔碑刻而去。

再度站在李斯碑前，因为沙尘暴而蒙尘
的夕阳正艰难地透过岱庙茂盛的植物投射
在李斯碑上，悲怆的情绪瞬间逼出了我的
眼泪。

假如到泰安之前不是刚好读完黄德海先生的《世间文章》，我想李斯碑也不会在我
心头叩击出如此动静，且回声悠长不去。

■ 钟玲

“凤山哥，你说，这湘江水能流到捱们家
吗？”

“月亮照着的地方，一定有捱的家乡。”
……
滚滚湘江，赤水一片。
4月25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厅，情

景交响音诗《风展红旗如画》在如雷掌声中落
幕。但，那带着不同地域气息的悠扬歌声犹
在耳边，而她与他、她们与他们的身影却与那
片红色的天幕、那一面面飞扬的红旗一样，在
脑海里越发清晰，越发伟岸。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段动人的
往事。

《风展红旗如画》是以支前、扩红、湘江战
役等红色故事为原型进行的艺术创作，以苏
区故事和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福建省三明苏区儿女为建立和巩固
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福建三明。
歌声，笑声，欢呼声。建宁的百姓与红军

一起挖着莲塘。那一片热闹的场景中，还有
客家阿姆与儿子张凤山，他们从宁化来到建
宁，只为看一眼毛泽东。他们只是一对平凡
的母子，却都在为支援红军做着力所能及的
事，在为支援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风声，雨声，奔跑声。客家阿姆为躲避敌
人的追捕，不停地在小城穿梭着、奔跑着，可
惜势单力薄，不幸被俘。她不肯说出红军伤
员的去向，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已是赤卫
队员的张凤山对此伤心不已，从那天起正式
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枪声，炮声，波涛声。张凤山所在的“绝
命后卫师”为掩护中央纵队，在湘江边与十倍

之敌血战五天四夜，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失
去父母的张凤山，亦和那片土地上所有的客
家儿女一样用热血书写他的忠诚，用生命践
行了他的使命。

从《序》，到《红旗！红旗！》《军号！军
号！》《湘江！湘江！》，再到《尾声》，《风展红旗
如画》一共5个篇章，包含交响乐、合唱、舞蹈、
情景表演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的巧妙融
合，为观众生动呈现了90年前的那段时光里，
发生在福建三明那片土地上的一幕幕。

短短60分钟的时间，人们却可以从中看
到多年前三明百姓的真实生活图景——支前

时的忙忙碌碌，挖莲塘时的军民齐心协力，扩
红时百姓踊跃参军的画面，湘江战役时他们
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风采。

也可以听到，“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
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
人。”这一传唱至今的歌谣；毛泽东曾挥笔写
下《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
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
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诗篇……

激动人心的是那一首首歌、一句句诗，感
人肺腑的是三明客家儿女荡气回肠的奋斗故
事，是无私的付出、奉献，让他们在历史的丰

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雨幕下的小镇、水声滔滔的江边，随着不

同风景的转换，舞台上的灯光也在不断地时
明时灭。

不同篇章的顺序而出，是一个个角色的
人生起伏，亦是家国的命运起落，三个重要
篇章串起来的故事，一幕欢喜，一幕凄凉，一
幕悲壮。

简短精悍的《风展红旗如画》中只有四个
戏份重的角色，慈祥、勇敢的客家阿姆，淳朴、
无畏的张凤山，威严、和蔼的红军彭团长，稚
嫩、奔放的卢长生。因为体量有限，剧中并没
有太多的空间进行人物塑造，也没有太多细
节对他们的内心进行深刻剖析，可是演员们
对人物性格、气质的把握很精准，即使是浅浅
的着墨，也令他们的形象一个个血肉丰满。

只有12岁的孤儿卢长生，“初生牛犊不怕
虎”，小小年纪就有参加红军的志向，后如愿
以偿成了红军号手。初见时一脸稚气，再见
时英姿勃勃。

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的张凤山，从
出场时候的农家子弟，到赤卫队长，再到后来
的红军战士，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伴随着
成长的脚步，他的形象也不断变化着——支前
时的那个莽撞少年，经历了母亲离世的悲痛、
愤慨，瞬间成长、成熟，而后，他是沉稳的，也是
坚毅的、英勇的、无畏的。

剧中最令人感动的角色，是童桂贤饰演
的客家阿姆。丈夫去世，自强不息的阿姆与
张凤山相依为命。红旗漫卷三明时，她发动
群众，组织生产，努力完成“千担纸”“万担粮”

“十万双草鞋”送前方的后勤任务，那时的她
开朗大方、斗志昂扬；从容赴死时，她爱憎分
明、坚韧不拔、宁死不屈。

他们，只是缩影。
张凤山、卢长生的背后，是无数参加红军

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三明客家儿郎；客家阿姆
的背后，是一个个满腔赤诚为红军提供后勤
保障的三明苏区妇女……

生动的故事，丰富的人物，优美的音乐，
悲壮的旋律，《风展红旗如画》不过短短的篇
幅，却带着人们重温了一段红色历史，认识了
那一片古老的土地，熟悉了那里生活过的一
群可爱的人。

不仅仅有如火如荼的支前、参军图景，残
酷、激烈的战争画面，在《风展红旗如画》这部
红色剧目中，还有一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张凤
山与卢长生，在湘江河畔，思念着他们的故
乡。张凤山的一曲高歌回答了卢长生的疑
问，也倾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胸怀。

那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愿望，谁不想再
回到故乡呢？谁不想再闻到故乡泥土的芬
芳？

在《风展红旗如画》结束最后一幕时，舞
台的银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那是牺
牲了的三明客家儿女的名字，尾部三个醒目
的大字触目惊心，那便是无名氏。

时光已不复，可是，人们会铭记的，那些
革命英雄的名字，人们也会铭记的，那片红色
的土地。

我也不会忘记的，这一曲客家儿女的英
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