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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
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
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
动，永远挺立在山岭。”这首名为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曾传
唱了半个多世纪。而这首歌正是
大型民族歌剧《星星之火》的主要
唱段之一。该剧由我国著名作曲
家、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沈阳音
乐学院首任院长李劫夫等人作曲，
著名剧作家、东北鲁艺戏剧部实验
剧团团长、导演侣朋等编剧，讲述
了东北抗联女游击队员李小凤如
何从一个16岁的乡村小姑娘，成长
为一名坚强的抗联战士，与战友们
一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70
多年前，这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部以东北抗联为题材的大型歌剧
一经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2015 年，沈阳音乐学院决定复排

这部经典歌剧。
谈到复排这部歌剧的

初衷，时任沈阳音乐学院
院长的著名歌唱家、音
乐教育家刘辉说，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
辽 宁 是 抗 日 战 争
起始地，辽宁的文
艺工作者尤其是
沈阳音乐学院作
为“鲁艺”精神的
传承者，理应献
上一份厚礼。当
时学校对于创作
题材和形式进行
了反复讨论，最终
大 家 一 致 想 到 了

《星星之火》。在刘
辉看来，复排《星星

之火》就是为了向为
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作

出卓越贡献的英烈致敬，
向为这部歌剧付出心血的

前辈艺术家致敬，更是为了让
更多人了解抗联历史、认识东北

抗联精神。
重新改编创作的歌剧《星星之

火》唱段都与原作音乐风格基本一
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旋律仍
然贯穿全剧。刘辉说：在改编过程
中，他们吸收了一些东北抗联时期
的经典歌曲，如著名抗联英雄李兆
麟将军创作的《露营之歌》等，增强
了历史感与时代感，“这些歌曲都
感人至深，完美体现了抗联英雄的
浪漫情怀。”

2015 年，复排的歌剧《星星之
火》在沈阳首演后产生强烈反响，
先后被确定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
目，并登陆国家大剧院，还于 2018
年亮相北京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
演。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
动资助项目 10 部作品中，《星星之
火》成为唯一一部入选的歌剧。

刘辉回忆，每次演出结束，演
员和观众都会满含泪水，台上台下
齐唱着那首经典的《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刘辉说，无论时间如何流
逝、岁月如何变迁，伟大的东北抗
联精神依然是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的强大精神动力，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歌
剧《星星之火》一样的优秀艺术作
品出现，让东北抗联精神永存，让
红色力量激励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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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芭蕾舞剧《八女投江》中，女主
角冷云的戏份非常重。整场演出近
两个小时，从开场到谢幕，独舞、双人
舞、群舞……演员几乎一直都要在台
上不停地表演。但这对于剧中冷云
的扮演者、辽宁芭蕾舞团首席主演于
川雅来说，并不是最难的事。

2014年，于川雅被安排出演“冷
云”这个角色。“那是我第一次演现代
原创芭蕾舞剧。”于川雅告诉记者，排
练之初，她买了很多书，看了不少东
北抗联题材影视剧，受了很大触动，

“演好这个角色，是使命更是责任”。
排练芭蕾舞剧是很辛苦的，但

排练《八女投江》更辛苦。一场“抬
担架”的戏，战士们要跪在地上抬。

“跪在台上演芭蕾舞，我们以前从没

有经历过，排练的时候会在膝盖上
绑一块硅胶板，一场戏下来所有人
的硅胶板都碎了，膝盖又红又肿。”

舞剧中有一场感人的“冷云送
子”的戏。汹涌江流上布满解缆的
木排。出发的队伍绵绵不绝。为了
不拖累队伍，冷云强忍心痛把襁褓
中的孩子托付给山里老乡抚养。骨
肉分离之际，母亲决绝的背影诉说
着胸中无尽的爱和忠诚……

2021 年，产后 10 个月，减重三
十几斤，于川雅终于又一次登上了

《八女投江》的舞台。再演“冷云送
子”那场戏，于川雅有了更多的感
触：“现在是我特别能感同身受，第
一次演这场戏的时候我年纪还小，
连孩子怎么抱都不知道，我那时候

还时常拿家里的小狗裹上枕巾练
手，但当我成为一位母亲，我抱着自
己两个月大的孩子，才终于体会到
冷云当时悲痛但又坚定的心情。我
也更加为抗联战士们为革命忘我牺
牲的精神所感动。”

最让于川雅欣慰的是，通过她
们的演绎，更多的观众被抗联战士
的精神所震撼。“有一次演出结束，
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跑到后台，
她拉着我的手说，姐姐你演得太好
了，我以前并不是很喜欢看这类题
材，但这一次我真的感动到了，我也
希望我能成为她们那样的人！”

“演员是文化传播者，传递正能
量，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义务。”
于川雅说。

于川雅：演好冷云是使命与责任

一条大河的影子
从模糊变得清晰，几十
根直入云霄的白桦树
映入眼帘，天际袅袅
飘来一声声呼唤，密
营里，东北抗联妇女
团指导员冷云带领女
战士们正忙碌着。白
山黑水间，溪水滋养
着峭壁上的花蕾，战
士们从前线归来，带
回了缴获的武器，也带
回了欢乐和希望。

这是辽宁芭蕾舞团
创排的芭蕾舞剧《八女
投江》第一幕的一个场
景。这部首演于2014
年的芭蕾舞剧再现了
“八女投江”这段感人
的故事，更带着观众走
进了80多年前的东北
抗联将士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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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女投江》演绎的抗联八名女
战士中，年龄最大的是 23 岁的冷
云，最小的就是年仅 13 岁的王惠
民。2014年，刚满18岁的敖定雯接
到了王惠民这个角色。演了几年以
后，二十出头的敖定雯又接下了剧
中另一位女战士黄桂清的角色。

敖 定 雯 今 年 28 岁 ，《八 女 投
江》已经陪伴她走过了 10 年的人
生历程。“我觉得黄桂清这个角色
和我的性格很像，活泼，不屈不挠，
忠诚，坚定。”敖定雯说，她很喜欢
这个角色，而越深度走近“黄桂清”
这个人物，越能感受到当年这位抗
联女战士的心境。“我很感谢编导，
他们真的让这剧中的每个人物都
活灵活现，他们用爱的方式展示一
种精神，一种由无数小爱组成的大
爱精神。”

18岁的时候，敖定雯和其他演
员一样，盘坐在排练厅的舞台上，听
导演讲东北抗联的故事，心中泛起

的是层层涟漪。28岁，还是一样的
故事，还是一样的角色，但敖定雯的
心里却时常心潮澎湃。

“霜雪”是《八女投江》中最为
“深刻”的舞段之一，演绎的是黄桂
清发现恋人意图携带公文包和枪支
叛逃，在劝诫、警告无效后，毅然扣
动扳机这个过程中内心的煎熬。一
段双人舞表现了黄桂清“大义灭亲”
的情感撕裂。舞台上“砰”的一声
枪响，击穿了观众痛惜的心灵底
线，让悲痛一溃千里。虽然演了已
经有近百场，但对于敖定雯来说，
每一次舞台上的那个回眸，都凝聚
了千言万语。“我觉得现在我可以
读懂黄桂清的灵魂，舞台上她哭得
越揪心，她的信念就越坚定。”当漫
天的雪花飘落，八个柔情而坚毅的
身影抱在一起，让人为之动容。时
光悠悠唤醒历史深处的记忆，抗联
女战士们相携着从水中走来，面容
如花渐次开放。她们是乌斯浑河

的女儿，从前生活过，现在依然活
着，在历史的记忆里，在人们深深
的怀念中。

敖定雯说，每到这时候，舞台
上背景音乐响起，她总会听见观众
席上传来轻轻的呜咽声以及唏嘘抽
噎声，那些声音像小锤子一样敲打
着她，声声入心。

2022年6月19日到20日，“2021
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在成都举
办。《八女投江》绽放在四川大剧院的
舞台上。《阿里郎》熟悉的旋律在舞台
上响起，勇毅与悲壮自足尖溢出。
八位抗联女战士从冰冷的大河中跃
出，汇入滚滚波涛，让永恒的东北抗
联精神流淌进每一位观众的心底。

让我们再次铭记八位女战士的
名字：冷云、黄桂清、王惠民、安顺
福、李凤善、杨贵珍、郭桂琴、胡秀
芝。有些回声，总要在历史的深处
传回来，而我们的责任是让这些回
声永存。

敖定雯：和“黄桂清”融为一体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壮丽史诗中最惨烈、
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东北抗日联军与穷凶极恶
的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
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广为人知
的“八女投江”的故事中的八位女战士是“千千万万

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根据她们的故事创作的芭蕾
舞剧《八女投江》从 2012 年开始启动创作，到 2014 年
首演，对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
芭蕾舞剧的创作，更是用艺术的方式诠释东北抗联
精神之魂。

在辽宁芭蕾舞团，“红色”一直
是根植于骨血的基因。2012年，曲
滋娇出任辽芭团长。上任之后，她
主抓了大型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的
创编。

如今，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曲
滋娇说，她一直很关注东北抗联的
这 段 历 史 ，并 久 久 为 之 感 动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
侵略者投降，东北抗日联军辗转于
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长达14年不
屈不挠的斗争，开辟了全国最早、坚
持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黑土地的
英雄。而选择“八女投江”的故事作
为创作题材，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可
以完美地诠释东北抗联精神的内
核。“八位年轻的女战士，她们对党
无比忠诚，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抗
战，最后与敌人血战到底，她们就是
东北抗联精神最好的展示！我们今
天生活在白山黑水这块土地上，有
责任把发生在这里的感人抗日故事
用芭蕾舞剧表演形式展现在舞台

上！”曲滋娇说。
因为人物多、结构复杂，《八女

投江》创作难度很大，但曲滋娇觉得
这件事值得做，她特意找来了国内
著名舞剧编导王勇、陈惠芬夫妇，
他们将剧中的 12 个人物形象进行
了梳理，深入地开掘“八女投江”深
蕴的东北抗联精神。四年打磨、六
易其稿、反复锤炼，一部时长 120
分钟的跨越历史、超越时间的“主
旋律”芭蕾舞剧终于诞生。这个讲
述抗联女战士们关于生命与信仰、卑
微与高贵、选择与牺牲的故事，终于
让原本王子、公主、武士、美人拥挤的
芭蕾舞台，有了可歌可泣的抗联女战
士形象。

这部舞剧获得了“国家艺术
基金”首个年度（2014 年）的“项目
资助”和选优后的“滚动资助”，先
后获第十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奖”和中宣部第十四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奖等国家级荣誉，2020年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
排重点扶持作品。

《八女投江》演出时，曲滋娇常
常会坐在观众席上和大家一起看，
以这样的方式去倾听观众最中肯
的评价、去观察观众最真实的观剧
反应。2017 年，在俄罗斯，演出刚
到一半隔壁包厢就传来抽泣声，曲
滋娇拉开帘子探看，一位俄罗斯观
众正泪流满面，得知曲滋娇的身
份，她很激动地抱住了曲滋娇，“谢
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作品，她们
真的是英雄。”那一刻，曲滋娇觉得
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数
年来，《八女投江》多次进入大学巡
演，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了东北抗联
的历史。

“逢演必排、逢排必修，是王勇、
陈惠芬两位编导对作品精益求精地
坚持，这样的坚持也影响和激励着
辽芭的演员团队，也是这样的坚持
让作品做到了常演常新。我们会把
这部舞剧一直演下去，让更多的人
看到抗联战士的故事，让东北抗联
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辽宁芭
蕾人的历史使命和民族责任。”曲滋
娇说。

曲滋娇：让抗联女战士形象登上芭蕾舞台

流芳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

歌剧《星星之火》剧照。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