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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2015 年，《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由上海的影视公
司参与拍摄。2021年 11月 13、14日，西安话剧院大型原
创话剧《路遥》，在上音歌剧院歌剧厅上演。今天的记忆
版，是“路遥与上海”的前传———40 年以前，上海青年话
剧团改编演出了根据路遥小说《人生》创作的同名话剧，
而路遥来到上海，亲自观看演出、接受记者采访……

编者按

     程浦林慧眼识《人生》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上
海的《收获》第三期发表，旋即在全国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
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编剧程浦林看了

《人生》以后，很喜欢。“这部小说提供的基础
好，人物新，高加林是当前作品的奇迹，写好

了它对青年有很大的作用”，程浦林对我说:

“小说的成功在于: 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展示
了一幅当代农村现实主义的生动画面,深刻

地刻画了高加林这一个带着悲剧色彩的农
村知识青年的性格和命运。开阔了人们对当

代青年认识的视野,而且让我们看到了现代
化在广大农村起步是多么艰难,不仅是物质

的，更是观念的。”可是当时剧团也为经济效
益所累，剧团想演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

“所以我就想个人承担责任。用我个人
向剧团贷款的方式排戏，然后走向市场，通

过演出向市场要钱”。程浦林说。程浦林向
剧团领导立下了“军令状”，贷款人民币三

千元，开始了话剧《人生》的起航。
大幕开启了，剧本展现的是浓郁的生

活气息,舞美呈现的是醉人的诗情画意,演员
塑造的是深刻复杂的角色，结尾是悲怆的耐

人寻味的思考……程浦林用上海的方式改编
演出的话剧《人生》，深深吸引了来到剧场的

观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观众。
演出取得了成功，演出长达四个月，不

仅还清了贷款，还有不小的积累。“这个戏
又感人、又抓人。抓人：引人入胜；感人：发

人深省。”著名剧作家杜宣先生毫不吝啬自
己的赞誉，“如果这个戏不卖钱的话，那就

值得开会研究，说明话剧成大问题了。”

演出结束后，特地来到上海观剧的路
遥也深受感染，他感慨地说：“首先感谢程

浦林、余伟芳两位编剧，把小说改成话剧。”
我请他谈谈看了戏以后的感受，他说：“这个

戏基本上准确反映了原作，最重要的方面都
抓住了。北方的生活能在上海青话的戏里反

映，我觉得很成功、很感动。因为北方人的生
活，南方人很难体现。原小说的人物活现在舞

台上，我流了七八次眼泪。”他特别对上海观
众的观剧水平之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

海是一座文化很高的城市，观众水平高，反映
北方农村的生活能被接受，我感到惊讶！”

主创者精心演《人生》

扮演男主角高加林的是李建华，他说，
“我有过类似高加林的生活，我在农村劳动

了六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劳动，经历有某些
类似。”因此他也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为什么进戏剧学院、进青话呢？我也有
追求。我同情高加林对人生的企望、对现代

化的企望。他是一个现代城乡交接地段的

一个新人。他的身上有利己主义的东西，但
不绝对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的新，就新在有

高中文化水平，外界文化对他的影响、他有
朦朦胧胧的现代化的幻觉。”

李建华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为他塑造
高加林加分了。路遥给他的评价是，“关于

高加林的塑造，因为是上海的演出，观众是
南方的，作品做些改动是应该允许的；作为

北方人也很感兴趣，

没有‘隔’的感觉。演高加林的演员能演到这

个程度，我看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人物很
复杂。”

巧珍这个人物，不仅是路遥偏爱的，也
是演员徐幸精心打造的一个角色。那时的

徐幸很年轻，没有演过太多的主角，“有些
人担心，不相信我能演好这个戏。”徐幸很

实在，并不忌讳这个话题。和李建华一样，

她曾经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为她塑造巧珍
这个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我

1971年去南翔插队，接触过很多农村姑娘，
她们身上具有中国农村妇女的美德。我看

了小说以后就喜欢上了。所以，导演一找
我，我就答应了。”

于是，在排练时徐幸穿上布鞋，在道具
方面用一块毛巾作为贯穿，帮助她体现人

物；在人物造型上，梳一根光光的大辫子，
体现角色的单纯、干净、内秀，有时还能用

辫子来做戏。
对于巧珍的定位，徐幸认为，如果说黄

亚萍是一个小号，明亮；而巧珍则是一把大
提琴，深沉。青年人当然喜欢明亮。但是巧

珍是一块金子，只是未经雕琢，所以要演得
恰如其分，不能太理想化。

路遥的说法是，“我有些伤心，巧珍的
命运很不幸，这同她的出身、同土地的联系

有关系；她有她自己的不幸，是某种历史、
某种客观条件造成。徐幸的表演比较准确

地反映了我的思想。”
被徐幸称作为“明亮小号”的黄亚萍这

个角色，是由庞敏扮演的。相较于李建华、徐
幸，当时的庞敏可以算是著名演员了。本是上

海歌剧院的庞敏，曾经先后参加电影《小字

辈》《雾都茫茫》《诱捕》《何处不风流》等影片
的拍摄，在观众中颇有人气。对于出演黄亚

萍一角，她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在银幕上，
导演可以‘剪’出气氛，而舞台上要来真格

的”。黄亚萍开朗，但不邪，就是在爱情上摔
了个跟头，所以语言、动作、形体都不能邪。

庞敏较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连一向
挑剔的路遥，也给庞敏的表演点了赞：“黄

亚萍主要怪罪于小说没写好，戏我觉得比
小说成功。黄亚萍性格上活泼、淘气、有生

气,坚定的个性是她的优点，她对高加林的
感情是很真诚的。这人身上有很多缺点，但

也有很多优点，她一般的行为和表现，同在

关键时刻表现不一样，要区分开来。我觉得

她身上的弱点比高加林要好得多了，它只
是性格上的东西。演黄亚萍的演员，基本完

成了角色的塑造。”

路遥上海谈《人生》

路遥是 1983年 4月 8日晚上在贵州剧
场看的话剧《人生》，演出结束后，面对一些

记者的采访，他做了回答。后来他又约我 4

月 10日来到青年话剧团，以展开充分的采

访。在青话的草坪上，我们做了交谈。
路遥说：“当时接到程浦林寄来的剧本

稿子，上海演戏能否演出北方的生活，没抱

多大的希望。而且更为好笑的是，一直到来
上海之前，我还以为这个戏是用上海话来

演的。直到前天看了戏以后觉得惊讶。成功
当然在于剧本对小说的改造，整个表演是

满意的，对徐幸的表演是满意的。”
小说通过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张

克南四个青年形象，集中表现了上世纪八
十年代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和追

求。尽管舞台上出现的只是一个北方的县
城、乡村,但它的意义却概括了整整一个时

代,揭示了八十年代斑斓缤纷万花筒般的青
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和人生思考。

最初，高加林被别人走后门受到侵害，
自己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夺走，他很气愤；后

来，他却利用亲戚关系，也走起了后门，还
变本加厉起来。他从一个想靠自己努力改

变命运的年轻人，变成一个为达目的出卖
灵魂不择手段的势利小人，被不良风气裹

挟，完全丧失了自我。

路遥感慨地说：“作为艺术作品首先要
反映真实的生活，才能达到教育生活；光主

题正确、细节虚假，观众不一定接受。要准
确地观察生活，反映生活。作者应有思想倾

向，但要通过作品自然流露出来。”“我并不
回避高加林的缺点，但我是抱着兄长般的感

情写他的。青年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可能走

弯路，但最终会成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先进
青年。这取决于社会的帮助，自己的努力，能

克服自己的弱点。”
谈到程浦林编导的这个戏，路遥说：

“小说中人物内心活动多些，话剧则用对
话、行动来表现。本来情绪、心里的东西，体

现得还不太准确，假如能更仔细一些就更
好。行为上的复杂能看清而主要的复杂要

表现在心理上。”
路遥说：“造成高加林悲剧的原因，社

会和个人都有。在某种情况上，我就是高加
林。陕甘宁地区有几个最贫困的地区，属黄

河中游，旧社会大群大群的人外出讨饭；那
里连地主也吃不饱。但也出了出类拔萃的，

如李自成就是这个地区的人。高加林性格
的形成，同地区环境有关。我上辈都是农

民，我爷爷还在流浪。解放后革命成功，但贫
困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我兄弟姐妹八个，

我大妹妹饿死了。土地贫瘠，我七岁时父亲
把我送给在外地逃荒的伯父，在那儿我勉强

上了小学；高小的时候到了县城，尽管我成
绩都是第一，但穷，每月仅十几斤的麦子，因

此在心理上有种报复心理。我班上都是干部
子弟，由于贫困受到侮辱和歧视，为了生存

和发展，就养成了高加林的性格，要强大。高

加林也许会在没有人的时候，躲在一边偷偷
地哭，但在有人的场合绝不示弱。”

对于小说发表以后，有些舆论对高加
林本人指责颇多，而对社会方面的原因没

有充分展开讨论和研究，路遥说，“我认为
社会有责任。为此，我愿接受审判，但希望

问题不要太尖锐。”
说到这个戏，路遥又说，“我认为音乐

很好，特别是高加林走的时候出现的拖拉
机的音响效果，是否可以再延伸一些，让人

带着想象，很有趣”……

路遥和程浦林都已经过世了。但是看

过话剧《人生》的那些观众，却永远记得舞
台上的高加林和巧珍。有些人的抽屉里，至

今还保留着当时话剧演出的说明书，封面：
烟雾弥漫中，是高加林迷惘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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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结束后，路遥（前排右 4）和编剧程浦林（左 4）余伟芳（左 1），主演徐幸（右 3）李建华

（右 2）庞敏（左 3）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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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路遥来上海看话剧《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