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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春》是我国戏曲舞台上的经典剧目，“苏三的故事”与西方歌剧相遇，会碰
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3月14日、15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大连汉风国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民族歌剧《玉堂春》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首演，近
3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在歌剧舞台上重现这部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戏曲经典

充满了挑战，民族歌剧《玉堂春》的舞台呈现受到好评。专家认为，歌剧为经典戏曲《玉堂春》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以及更加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力。

核心
提示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黄朴民做客“辽图讲
坛”，为辽沈读者作了“感受《孙子兵
法》的永恒魅力”的讲座。

黄朴民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从事《孙子兵法》研究多
年，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孙
子兵法解读》等。在讲座开始之前，
报告厅座无虚席，工作人员在后排和
过道上加座还是不够。为了听讲座，
不少读者席地而坐。讲座火爆程度
可见一斑。

黄朴民首先评价了《孙子兵法》
的历史地位。他说，《孙子兵法》是中
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最系统、最完
整的兵书，文字漂亮干练，展现了中
国古典兵学文化的最高成就。明代
兵书《武备志·兵诀评序》就指出：“前
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

孙子。”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孙
子兵法》当之无愧。

“《孙子兵法》之所以在今天还被
人们热爱、阅读，源于其拥有的独特
魅力。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
迪与人生智慧。”黄朴民说。

近年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越来
越受到重视，社会上学习、研究《孙子
兵法》的热度持续上升。普通读者
如何读这部 6000 字左右的经典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黄朴民提出中肯
的建议。一是整体性把握。《孙子兵
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
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其思维的
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
百家中是罕见的；二是要坚持认识
的灵活性。《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

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
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孙子看
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应充分尊
重，但又不能过于迷信；三是要用扩
展思维来理解经典作品，能够透过
战争的表层，理解具有哲学意义的普
遍价值。

黄朴民举例说，中国传统文化和
思维中有种“求全”文化，追求万全，
争取圆满。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
钟。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
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
等。但是，孙子也清醒地认识到，一
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事实上
很难有真正的万全。因此，在操作层
面，孙子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
调解决问题要善于寻找突破口。“故
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
向，千里杀将”。他指出战略家最大

的过错在于“撒胡椒面”，“故备前则
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
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
谓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
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

《孙子兵法》的普遍价值体现的辩
证思维，富有超常思维与逆向思维的
特征。比如，在常识中，我们认为包围
住敌人就要全部歼灭，孙子却说“围师
遗阙，穷寇勿迫”。为何？对陷入绝境
的敌人，要瓦解其誓死抗争的决心，让
其觉得还有生路，不用拼死反抗，我方
可以最小伤亡，对敌实施歼灭。

这种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
事物利弊得失的思想方法论，无疑是
该书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读《孙子
兵法》的重中之重，就是发掘和借鉴
它的思维方式，为提升自己的能力创
造条件。”黄朴民说。

学者来沈讲“天下第一兵书”

读《孙子兵法》重在借鉴其思维方式
本报记者 郭 星

这阵子，最受关注的电视剧莫过
于《都挺好》。

家庭一直是文学，特别是影视剧
的主题。与此前那些以讲述父母爱
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与代沟或
者婆媳冲突的家庭剧相比，《都挺好》
比较另类，讲述的是因为父母在养育
子女上出现的偏差导致的亲人之间
关系的疏离，以及成年子女在如何赡
养老父亲的问题上产生的矛盾纠葛。

我也看得很入迷。先是读了原
著小说，作者是写过《欢乐颂》的阿
耐，她对家庭题材的作品确实有着非
凡的把握能力，各种矛盾冲突的设置既
有生活依据又极具戏剧性。当然了，在
知道了故事情节之后还能追着看，更要
归功于倪大红等一众演员的出色演技。

这部剧之所以让很多人看得
“爽”，在于把原生家庭的矛盾冲突推
到了极致。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
所有情节的基点是“坏”父亲苏大强
这个人物，他不是我们常说的抛妻弃
子的那种“坏”，而是既懦弱无能又自
私、不负责任，看到大儿子想要尽孝
就使劲儿利用、各种为难，在被宠坏
了的小儿子和从小被冷落、心中充满
怨恨的小女儿面前就拼命逃避，剧中
的大部分矛盾冲突都是由他而起，众
多评论也借由他控诉了对不合格父
母们的愤怒。

但看着看着，这部剧让我有点不
是滋味了，主要因为来自于网络上的

“观后感”中最有代表性的两句话：一
句是“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另外
一句是“大大小小的事，都有个选拔
体系和标准，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培
训。唯独婚姻和繁衍后代不需要通
过考核”。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每一个
人都摆脱不掉的，不论是在生活中还
是在文学作品中，每个人物一出场，

都自带着“我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的”背景音。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几
乎每一个人都有原生家庭赋予我们
的品性上的缺欠，世界上也确实有很
多教子无方的父母，仅靠“天下无不
是的父母”确实不能为他们的错误辩
护，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但
是，这样大张旗鼓地讨伐父母之恶，
就能修复我们从原生家庭中带来的
缺欠吗？用极端的方式彰显父母的

“恶”，用“你没有养我，所以我没有义
务养你”的方式“打回去”就可以抚平
我们成长中的伤痛吗？“以牙还牙”
或者如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何以
报德”，并不适用于家庭和亲人之
间，家庭剧又岂能以此为原则一

“爽”了之。
对比剧中其他人物的多面性，父

亲的形象塑造得过于单一，剧已经播
放大半，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这位父
亲在可恨之余还有其他侧面，这也是
我对这部作品不够满意之处。我更
希望在作品中看到他在做出一些错
误行为时的内心纠结、选择上的两
难。想到了鲁迅先生，他对社会问题
和人性之恶的批判可谓是深入骨髓
的，他的杂文语言锋利，观点鲜明至
极，但在他的小说里，却从不明确下
道德判断，没有一个人物是非黑即白
的。最经典的就是阿Q的形象，他欺
软怕硬、麻木愚昧，经常自轻自贱又
时而狂妄嚣张的样子，与《都挺好》里
的苏大强很像。但比起观众对苏大
强众口一词地骂，在阿Q身上，我们
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反思，这
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想起了文学教授许子东说过的
一句话：通俗文学与经典的最大区别
在于，看通俗文学可以很容易区分出
好人和坏人，读经典却很难。

家庭剧岂能一“爽”了之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
品资助项目“跨界融合艺术剧场《东
去西来》”辽宁巡演近日在沈阳农业
大学首演。

据介绍，跨界融合艺术剧场《东
去西来》由多个风格迥异、独具特色的
跨界作品组成，综合了音乐、绘画、影
像、表演、舞蹈以及戏剧等艺术形式，

呈现出跨界融合艺术剧场的魅力。
该项目由辽宁歌剧院（辽宁交

响 乐 团）院 长 田 剑 峰 出 任 总 监
制，上海音乐学院出品。辽宁歌剧
院（辽宁交响乐团）抽调骨干艺术
人员 50 多人组成排演团队，与上
海音乐学院优秀教师和特聘教师
共同演绎，将这部艺术作品呈现给
辽沈地区的观众。

《东去西来》辽宁巡演拉帷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3月
18日，记者从沈阳逐浪剧社获悉，该
剧社近期将举办公益艺术大讲堂，
由辽沈地区文艺名家讲解如何欣赏
各类文艺演出，并指导学员表演。

沈阳首个媒体主办的大型表演
工作坊——沈阳晚报逐浪剧社在成

立前的3个月中，已吸纳近600位成
员，他们参演了电影《第四面墙》、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三只小
猪》,剧社还参与出品了影片《沐雨
花开》。据介绍，逐浪剧社为小学员
设置了表演课程。今年，剧社还将
参加横店儿童电影节。

逐浪剧社近期举办公益讲堂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3 月
16日，华语诗歌联盟“诗韵中华”首
届诗歌朗诵大赛暨“拥抱春天”经典
朗诵会在沈阳市图书馆举行，多位
参赛选手和沈阳本地的朗诵爱好者
朗诵了《将进酒》《水调歌头·重上井
冈山》等名篇。

本次朗诵会由华语诗歌联盟
“诗韵中华”组委会、辽宁省延安
文艺学会朗诵艺术委员会、沈阳
市图书馆等机构主办，也是华语

诗歌联盟在沈阳举办的系列活动
之一。当天，华语诗歌联盟在沈
阳 发 布 了 今 年 将 举 办 的 各 项 活
动。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诗》季刊将发行春夏秋冬四册，
“诗韵中华”音乐舞蹈史诗将在我
省演出。

据介绍，世界华语诗歌联盟是
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以及从事汉语诗
歌研究与鉴赏的各界人士自愿结成
的诗歌艺术联盟。

“拥抱春天”经典朗诵会在沈举行

3 月 16 日上午，来自北京、大连
的文艺界、评论界专家在大连参加
了民族歌剧《玉堂春》艺术研讨会。

中国戏曲重写意，西方戏剧重写
实，创作民族歌剧，如何拿捏这个分
寸十分不易。徐沛东表示，《玉堂春》
的音乐必须扎根于民族音乐的沃土，
运用民族的音乐语言。他称：“我们
创作《玉堂春》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前人的经验，又不能重复前人的
创作。在和声上，这部作品与西洋歌

剧的手法相融合，运用了西方音乐和
声技巧。何谓民族语言，就是用自己
熟悉的音乐语言，讲述老百姓听得懂
的故事，写出老百姓听得懂的艺术作
品。多个剧种都有《玉堂春》，唯独没
有歌剧《玉堂春》。我就是要把这个
缺憾补上。”

作曲家郑冰表示，看了这部歌
剧非常激动，《玉堂春》的唱词和旋
律长久地萦绕在脑海中。他认为，
这部歌剧剧本严谨灵动，打破了惯

性思维，给音乐和舞美的创作留下
了很大空间。导演理念富于创造
性，纱幕的运用形成间离效果，调度
巧妙。舞美简约而不简单，使声场
形成音罩的环境，使得各声部都非
常清晰。指挥很出色，乐队演奏
精彩。音乐富有戏剧性，把剧情揭
示得非常充分，“苏三起解”那段8分
钟的咏叹调非常精彩。

歌剧《玉堂春》修改提升后，将
在北京上演。

用民族音乐语言唱经典故事

在连首演受好评

戏曲《玉堂春》被搬上歌剧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舞台上，主人公苏三的服饰让观
众既熟悉又陌生，只见苏三身着大红
色衣裙，头戴湖蓝色头巾，显然这是由
戏曲《玉堂春》中的经典服饰造型演化
而来。苏三大段如泣如诉的唱段不再
是婉转幽咽的青衣唱腔，而是歌剧女
高音华丽圆润的行腔。观众对于演员
声情并茂的表演给予好评。许多观众
表示，民族歌剧《玉堂春》堪称视听盛
宴。演员谢幕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场，
以掌声回报艺术家们付出的努力。

苏三的故事见于明代小说家冯梦
龙的《警世通言》之《玉堂春落难逢夫》。
此后，京剧以及许多地方剧种将此改编
为《玉堂春》广为演出，流传后世。中国
京剧界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
云、荀慧生都曾在戏曲《玉堂春》中担任
过主演。民族歌剧《玉堂春》由出生于
大连的著名作曲家徐沛东领衔创作，
大连汉风文化出资排演；著名剧作家
韩静霆创作剧本，导演钟浩执导，王一
凤、王杨、龚爽、毋攀等优秀演员主演。

歌剧是以音乐表达为艺术主体的
戏剧样式，歌剧《玉堂春》用戏剧性、叙
述性、抒情性相结合的歌剧音乐重新
诠释演绎。其中，“苏三起解”的生命
咏叹；“恨别青楼”的诀别重唱；“三堂
会审”在充满博弈色彩的人物关系中
的对唱、重唱、合唱，令人耳目一新的同
时，传递出典雅、灵动的艺术品位。歌
剧《玉堂春》主要表现了生活在封建社
会底层的女主人公苏三追求社会平等、
司法公正和幸福生活的故事,中国歌剧
舞剧院演员们的表演赋予了这个传统
题材以新的精神气质。

中西合璧的歌剧《玉堂春》调整了
剧情，节奏更紧凑，冲突更强烈。全剧
的唱词既有传统韵味，又具时代色彩。
徐沛东为《玉堂春》创作的音乐在汲取
民族音乐养分的基础上，结合西洋歌剧
的创作手法，流畅、大气。其中“女起
解”“狱中相会”等多个唱段均非常出
彩。结尾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双”大
段合唱更是大气磅礴，极具抒情性。

歌剧《玉堂春》
增强抒情性

歌剧《玉堂春》剧照（由出品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