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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风情画卷一旦与历史时代的主题相连接契合，
就会爆发出空前的审美张力。老舍写于抗战时期的长篇小
说《四世同堂》，以其厚重、深沉、敏锐犀利的生命体验和表
现视角，成为一代代人为之着迷的经典。将这样一部人物
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纷繁、线索和脉络异常错落的大容量的
史诗般的作品搬上话剧舞台，确实是难中之难。编剧和导
演田沁鑫将话剧舞台当成了艺术探索的试验场，把这部充
满忧患色彩、悲剧格调的经典，做了另一重时空和意味上的
多角度、多方位的冶炼，终于变成了话剧艺术的瑰宝，其中
的大胆融汇和创造确实值得刮目相看。

沈阳盛京大剧院日前上演的话剧《四世同堂》，让笔者
走进了一幅刻骨铭心淬炼而成的老北京世俗风情画卷。

全剧以串场的说书人联结，三段、三个声部，组成了交
响乐式的宏大乐章。那是文学的连缀方式，说书人用他那
凝练活泼、生动聚焦的口吻，为观众勾勒点染了剧情的基
调、线索和脉络，这是用舞台造型形式走进老舍洋洋洒洒历
史和时代长卷的最便捷通道。

话剧《四世同堂》应该说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有意味
的形式”。它将文学的“小羊圈胡同”里发生的事，变成了
祁家、冠家和钱家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综合呈现的众生相。

老舍的风俗画卷聚焦了抗日战争中市井人生形形色
色人们的挣扎、出卖、坚守、决绝的反抗，还有见风使舵
的变节与投降。它的容量包含了世道人心的起落浮沉
的种种状态，更是囊括了生生死死间透视出的人间悲喜
剧的参差错落的实相。与之相对应，中国国家话剧院的
艺术家们以自己精彩至极的还原式演出，再现了老舍笔
下的世态风情和人性变故的林林总总。

从人物塑造和呈现角度而言，话剧《四世同堂》抓住了
不同人物在历史时代洪流中的不同造型和迥异落差的生命
态度，为我们带来了一幅幅如同浮世绘般的众生态肖像画。

剧中的钱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见证，在他身上
体现了国人面对外侮不屈不挠抗争的气节和精神。钱先生
的形象高大、清癯、凛然，像一棵遒劲挺拔的松，伫立在一种
义薄云天的气场里，其谈吐又充满了掷地有声的果决与凌
厉，而他骨子里又分明负荷着诗书礼仪之中熏陶出来的儒
雅劲头。

祁家长孙祁瑞宣属于忍辱负重、挣扎于国仇家恨、忠
孝难以两全的典型代表。他有难得的正义感，也渴望着
出去抗争，投入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列，但是一个大家庭老
老小小的生计负担却拖住了他的后腿，于是他只得徘徊
在居家过日子的小天地里，用父慈子孝承受着对下一代
的关爱、对上一代的赡养。他的妻子韵梅，是老舍笔下的
善解人意、耐心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最美好的女人形
象之一。话剧里的韵梅形象依然质朴耐劳、落落大方、可
圈可点。

负面人物在舞台造型上无疑也是很出彩的，起码可与
正面人物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和气象。这是老舍的写作要
领，也是话剧舞台人物呈现的必由之路。淋漓尽致地耍活
宝，是大赤包、冠晓荷还有冠招弟一类角色的灵魂写真和生
命透视。话剧舞台上的大赤包，显示了表演者对角色心理、
行动和台词的深层次理解和把握，那一招一式、一静一动、
一嗔一怒，也都引发了观众会心的微笑和由衷的掌声。

相比之下，我觉得祁老太爷和祁天佑的性格特征，可
能是该剧编导没有倾注更多笔墨予以重点关注的缘故，
好像少了一点穿针引线的细致功底。群像戏嘛，用的戏
码自然有轻有重、有缓有急。祁天佑，一个顺民形象，却
被日本人指斥为奸商，他承受不了，就投河自尽了。如果
再稍微浓墨重彩一些，我想这个人物会更加精彩传神。

话剧《四世同堂》的舞台呈现，从整体上完成了将一部
经典小说戏剧化的探索过程。显示了一个成熟导演的理念
追求和艺术实践的大胆、勇气及其自信。

应该说，田沁鑫的“新现实主义”戏剧观确定了她的作
品充满了生命的质感和时代历史的栩栩如生的画卷般的精
神写照。其实，从《生死场》到《四世同堂》，田沁鑫的追求就
是走向历史人生的纵深区域，在深水区捕捞心灵颤动的光
影声色，而给人性赋予本真的成色和动人心魄的表现力。
如果套用“残酷戏剧”这个习惯性的叫法，那么我们会说田
沁鑫的不少极具爆破力的舞台呈现真的是够残酷，也够戏
剧的了。

《四世同堂》的布景呈现一体化的混融状态，推拉装置
将人物和街巷房屋等设施很巧妙地“结构化”起来，演出过
程中，人与物彼此互动协同，显示了戏剧崭新的富于立体展
现的动态流程。

在声效设计上，导演保留了老北京的鸽哨，胡同里三教
九流的市井气息，吆喝声、风声、脚步声，等等，那是生命力的
质感表达。而拉车人围绕着舞台转圈走场的数次出现，尤其
是临近尾声用写意化手法展现日军杀人的场面，只是以洋车
夫的造型和声音来聚焦，可谓异常传神的艺术化表现。

田沁鑫的戏注意刻画肢体语言的表意深度，人物的
一举一动都具备造型之朴实感和力量感，在《生死场》中
是这样，在《四世同堂》里亦是这样。

总体来说，话剧《四世同堂》高度浓缩了原作的人文历
史内涵，突出了舞台造型的艺术美感，唤起了观众对老北京
昨天风情的回味和记忆，这是一部很有含金量的平民史诗
型作品。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刻骨铭心淬炼而成的
风情画卷

——我看话剧《四世同堂》
刘恩波

作为有着丰厚文化历史底蕴的曲
艺大省，怎样写好辽宁的曲艺史是一
个并不简单的课题，但却是一次有价
值的尝试。

曲艺是中国各民族说唱表演艺术
的总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在漫长的
发展历史中，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因为曲艺大
多生于民间或市井，少登大雅之堂，这
给编写曲艺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辽宁虽然是曲艺大省之一，但是可
查的史料很少。《辽宁曲艺史》的两位作
者克服重重困难，从辽宁和东北地域文
化的成因入手，探寻了生长在黑土地上
的曲艺之生存状态，阐释了辽宁曲艺和
不同曲种的生成与发展，基本厘清了包
含在东北大文化中的辽宁曲艺的历史
沿革，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本土少数民族
说唱艺术与中原移民带来的文化相互
影响融汇而生成的辽宁曲艺的基本状
态，具备史料的学术价值。

《辽宁曲艺史》用“古代曲艺探寻”
“清代的辽宁曲艺”“民国时期的辽宁曲
艺”“新中国的辽宁曲艺”“辽宁曲坛大事
记”等章节对辽宁的曲艺史进行了梳
理。比如，在“清代的辽宁曲艺”部分用
清代的曲种、“江湖行”与曲艺艺人、清代
曲坛名家、从走乡串户到茶馆献艺、民间
书坊与曲艺唱本五个小节进行阐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说，符合艺术规
律的艺术史书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辽宁曲艺史》在记述辽宁主要曲种的
发生发展、不同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
物、主要的曲艺社团和重大活动等方面
都准确，对于有些无从考证和存在争议
的问题，编纂者采取了客观描述的手
法，将各家之见一一列出。对长期流传
在辽宁地区的主要曲种如二人转、东北
大鼓等，编纂者采用了大多数专家学者
认可的观点进行了艺术定位。

从辽宁和东北地
域文化的成因入手，
探寻生长在黑土地上
的曲艺之生存状态，
阐释辽宁曲艺和不同
曲种的生成与发展,
基本厘清了辽宁曲艺
的历史沿革

《辽宁曲艺史》系统梳理几百年间辽宁各曲艺流派

真实再现曲艺生存状态的补缺之作
本报记者 杨 竞

曲艺作为历史悠久的说唱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曲艺源远流长，辽宁曲艺是其重要分支。写中国曲艺史的专家感叹曲艺“可溯之史长，可

证之史短”，感叹辽宁作为曲艺大省应该有一部曲艺史。但修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查找汗牛充
栋的资料，要寻找走访了解历史的老艺人，谈何容易？可是耿瑛和穆凯两位作者，却经过4年多的
艰苦努力做到了。他们对从明末清初到2016年的辽宁曲艺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完成了这项艰难
的工作。近日，《辽宁曲艺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填补了辽宁曲艺没有史论的空白，
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研究的补缺之作。

《辽宁曲艺史》一书收录了 100 多幅
图片，这些图片均来自穆凯 20 多年的收
集积累。这些历史老照片有的是老艺人
的馈赠，有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各种渠
道收集而来的照片运用给人更真实客观
的阅读感受。

从全国来看，《辽宁曲艺史》是继《山东
曲艺史》《河南曲艺史》后的第三部地方曲
艺史，在全国曲艺史学界占有重要一席。

记者在《辽宁曲艺史》一书“相声曲
目”部分读到有关辽宁相声源头的论
述，书中这样写道：“相声有传 统 曲 目
600 多段，东北相声艺人常演出者百余
段。相声表演形式有单口相声、对口
相声和群口相声（也称群活）三种……北
京艺人冯昆治、冯振声父子一家十余口
来到东北，在辽宁收下众多门徒……沈

阳的朱凤山也说单口相声，营口的相声
艺人崇寿峰也说单口相声……”书中对
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产生发展也有详细
的记录。

崔凯认为，《辽宁曲艺史》不仅仅是
一部专业类史料书籍，也是对研究辽海
文化方面的补缺之作。他说，因为民间
说唱艺术比其他艺术形式出现得要早，
所以一般情况下某一地域的民间说唱都
会成为当地其他艺术的母体，辽宁也不
例外。他查阅《辽海丛书》，其中有一些
关于文学艺术的条目，可是涉及说唱艺
术的内容却十分鲜见。其实，无论是历
史较远的拓跋鲜卑，还是后来的女真、契
丹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说唱艺术形
式，而且都是辽海文化重要的、不该被忽
略的组成部分。

《辽宁曲艺史》一书的责任编辑姚宏
越说：《辽宁曲艺史》是我的老师耿瑛最
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老师对东北二人
转、东北大鼓、评书、相声、子弟书等曲艺
门类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很多
学术专著，但是这部《辽宁曲艺史》是他倾
注心血最多的作品，因为这是第一部全面
梳理辽宁曲艺发展的学术著作，既有填补
空白之功，又保证了学术价值。辽宁是曲
艺大省之一，史料庞杂，曲种众多，名家辈
出，曲种和曲艺家的比重如何拿捏需要
慎而又慎，同时，也是因为上述的原因，
辽宁曲艺涉及历史事件、人物极多，为这
部书的出版，两位作者完稿后，又对全部
的人名、史实进行了核实、查验，以保证
作品的学术严谨性，这一工作也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辽宁曲艺史》对曲艺工作者和广大曲艺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对于
研究辽宁乃至东北文化的专家学者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

从古至今，修史都是一项文化工程。
所谓工程，大多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
果，而《辽宁曲艺史》的编纂，则是中国曲
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耿瑛和沈阳
曲艺团副团长、相声演员穆凯两个人的工
作成果。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
了这本史书的撰写工作。

在曲艺界，人们称耿瑛为“辽沈曲艺
活词典”。他为研究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
曲艺特性和生存状态倾注了几十年的心
血，从事曲艺书籍编辑工作 50 余年。他
曾编辑《辽宁传统曲艺选》《侯宝林郭启儒
表演相声选》《岳飞传》《杨家将》《中国曲
艺史》等图书，约600种，为20多部评书和
曲艺集撰写序言。他曾参加《中国曲艺通

史》的编纂工作，此次在耄耋之年还勇敢
地挑起撰写《辽宁曲艺史》的重担，实在是
责任和使命感使然，也是为辽宁曲坛作出
的又一次贡献。

可惜，耿瑛于 2018 年 8 月去世了，耿
瑛的女儿说：“书出版了，爸爸却永远看不
到了！”

谈起与耿瑛的合作，穆凯说，耿老有
个观点，他认为曲艺包含大鼓、二人转、相
声、评书……特别庞杂，所以曲艺研究者
不能只研究一个单一曲种，要把姊妹艺术
融会贯通。也正是如此，在耿瑛邀请他编
书时，他欣然应允，两个人在耿瑛《沈阳曲
杂木皮史》的底稿基础上，把曲艺、杂技、
木偶戏、皮影中的曲艺部分内容进一步充

实，成就了最终的《辽宁曲艺史》。
写一部艺术史不可脱离必要的依据

凭想当然说话，更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揣
摩想象，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证明是必不
可少的。

谈到编纂《辽宁曲艺史》的难度，穆凯
告诉记者，最难的是对史料真实性的甄
别，以及收集查找更多资料。整部书从明
末清初写起，时间跨度大，人物、事件、发
生的时间，很多地方都需要核实。既然是
曲艺史，都应该力求准确。

崔凯说，《辽宁曲艺史》援引的史料基
本上有出处并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真
实再现辽宁曲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真实的
生存状态。

《辽宁曲艺史》援引的史料基本上有出处并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真实再现辽宁
曲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真实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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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②本书作者之一穆凯（右）演出
照

③民国年间沈阳的露天评书演
出

①辽宁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
华、金炳昶演出照

《辽宁曲艺史》封面

20世纪60年代，沈阳曲艺团的相声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