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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晶花主演曲剧现代戏《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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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基石 坚韧不摧
◆ 张为民

曲剧现代戏《信仰》主演李晶花
获得了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该剧是以血雨腥风的上世纪二十年
代为故事时代背景，围绕理想与信
念的选择，描画出以《共产党宣言》
为信仰基石的共产党人凭坚韧不摧
的革命意志，唤醒世人，唤醒时代的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信仰》改编自话剧《共产党宣

言》，该剧的主创人员在吸收话剧
《共产党宣言》故事构架基础上，融
合曲剧自身的艺术呈现方式，在唱
腔安排、动作设计和场景叠换上精
心编排，不仅成功还原了话剧《共产
党宣言》精神内核，更借曲剧自身特
有的唱腔唱法和形体动作，彰显出
剧中人物在不同境遇，不同情绪下
或内敛或张扬的表演技巧，使得剧
情的表现和演进更具曲剧的艺术张
力，也更凸显出人物精神的感染力
和号召力。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

李晶花唱腔功底厚实，表演技巧丰
富，其领衔主演的曲剧《鲁镇》曾入
选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荣获第十
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2024
年度荣获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李晶花
亦获得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新人主
角奖。此番她在
剧中担纲女一号
林雨洁，限于树
欲静而风不止的
特定历史环境，
面临是与非、情

与理交织，错综复杂的人物情感表
现，多重矛盾冲突的剧情，既要表现
出坚韧刚毅的信仰追求，又要有舐
犊情深的亲情流露，如何不突兀，如
何表现得自然，对李晶花来说是个
不小的挑战。李晶花经反复琢磨，
悟懂了一个“平”字，亦即“平常、平
静、平淡”来满足角色要求，更是抓
住了剧情中那股“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仰精神，把这
出大戏扛了下来。
《信仰》剧情一波三折，以无巧

不成书的戏曲传统情节在一个极窄
的时空区间构造出各种矛盾冲突和
情感波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
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女共产党
员林雨洁被国民党军警追捕，女学
生况梅将其相救，带回家中躲藏，而
况梅的父亲，正是林雨洁的前夫况
兆年。况兆年要帮助前妻林雨洁离
开此地，林雨洁为了坚持工作不肯
离开，最终被军警抓捕，而作为主审
的稽查队长况为，又正是林雨洁15
年前与况兆年离婚时留下的亲生儿
子。戏之高潮凸显于林雨洁母子间
的几回较量，几次交流。李晶花精
准把握住了人物由错愕至动情至理
性的情感递进。初见况为，难抑的
母子亲情让林雨洁几乎失控，但理

智终究占了上风，李晶花是以激越
的唱腔抒发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不
移，展现出共产党员为大家舍小家
的博大胸襟；又见况为，林雨洁晓之
以理，以《共产党宣言》引领况为迷
途知返，李晶花是以质朴、自然的声
调和舞台动作契合循循善诱的情景
氛围；再见况为，是林雨洁为革命大
义而不得不遭遇母子生死离别之
际，李晶花是以曲剧特有的“小曲”，
婉转、柔美地吟唱起风筝歌，呈现出
对亲情的眷念，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期许。情感拿捏得当，唱腔情随境
转，李晶花气韵流畅，一气呵成的精
彩演出赢得观众掌声不绝。
为打造冲“梅”经典剧目，河南

曲剧团为《信仰》配置了强大的演员
阵容，饰演林雨洁前夫的张转让，饰
演特务头子沈卓的杨帅学等几位主
要角色都是一级演员。和老戏骨演
对手戏，李晶花不可谓没有压力，欣
喜的是她没有怯场，而是以成熟的
表演技巧游刃其中，而几位老戏骨
更是甘为配角，一同辅助李晶花演
绎出一个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坚
定信仰追求的共产党员。这，不仅
为曲剧现代戏《信仰》的成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更为曲剧这一传统剧
种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烽火连三月，家
书抵万金”是诗圣杜
甫《春望》中的名句。
乱离岁月，一封封薄
薄家书，是让惶恐漂
泊的心安定下来的
“压舱石”。关于革命
家书，人们最熟悉的
莫过于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之一林觉民《与
妻书》中的那句“意映
卿卿如晤”。而今，在
湘剧《夫人如见》的舞
台上，一声早于“意映
卿卿如晤”13年的“夫
人如见”，又让人认识
了“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我自横刀向
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之外柔情似水的
另一面和谭嗣同身旁
那个“绕指柔情，百炼
成钢”的夫人李闰。

死生契阔

亦复何言

在谭嗣同的家书
中，一句“死生契阔，
亦复何言”，既有仁人
志士一往无前、不惧
牺牲的豪情，也隐含
着对妻子的愧疚和无
奈伤感。出身名门，
18岁嫁入进士第的李
闰与丈夫度过了15年
聚少离多的日子。在
湘剧《夫人如见》中，
谭嗣同始终是以“鬼
魂”形象出现的。第
一场“两地书”即发生
在中秋之夜。夫妻抚
琴舞剑，一句句“夫人
如见”“夫君如见”何等默契、何等
浪漫？然现实中，谭嗣同却已于两
日前的（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
殒命。于是，有了信中那句“手写
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
我已成阴曹一鬼”。
两个小时的剧中，活着的李闰

与死去的夫君，两人对话、交流始
终处于梦境、回忆、想象之中。对
于演员而言，这是相当大的挑
战。因为生旦重要的对手戏自始
至终是虚空的，李闰与谭嗣同无
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质性交
流。与此同时，谭嗣同的每一次
出现，却都是李闰人生蜕变的最
重要推力，是实实在在的冲击力
量。演员必须恰到好处地把握住
“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尺度，方能让
观众清晰地穿梭于现实与真实之
间，并感受到虚空世界所带来的力
量。而湘剧《夫人如见》中的两位
演员切实做到了在两个世界中带
领观众同悲同喜。

小我虽灭 大我常存

“小我虽灭、大我常存”是谭嗣
同慨然赴死前，对生死的淡然，对信
念的坚定。而“灭”与“存”，也是湘
剧舞台上，李闰经历的成长蜕变。
湘剧演员周帆演出了一位“巾帼完
人”荡气回肠的人生，更演活了一个
“弱弱女子”悲欣交集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生前，两人心意相通，

李闰的心头有情有
盼。然而，丈夫喋血菜
市口，李闰的天塌了。
从祠堂归来那一段，周
帆用一叠声的“我要
说、我要问、我要知、我
要寻”将被抽离灵魂的
李闰心底的麻木、狂
乱、难以置信表现得淋
漓尽致。之后，是3年
“行尸走肉”的生活。
直到公爹临终前化解
了她多年的误会与怨
怼，也将谭嗣同未竟的
心愿、家族的命运沉沉
压在她身上，死去的李
闰这才“醒”了过来，
“活”了过来。但重生
是比死亡更艰辛的历
程。死去的是韵卿的
“小我”，重生的是李闰
的“大我”。那一刻的
重生是悲哀的，更是悲
壮的。从此，她不仅是
谭嗣同的“未亡人”，更
是他的“未亡魂”。 从
此，她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一句——“天下
兴亡，匹夫匹妇有责”
而活。

生生世世

同住莲花

公元1898年（戊
戌年）四月初三日，这
一天也是谭嗣同和李
闰结婚 15周年纪念
日。即将整装北上的
谭嗣同写下一首《戊戌
北上留别内子》。4个
月后，谭嗣同身死。“生
生世世，同住莲花”变

成了谭嗣同家书中最美的一句，更
是湘剧《夫人如见》对人间“至真至
贵”“至坚至久”之“情”的抒写。
“横塘约”中那一片如明镜的

荷花池是《夫人如见》中难得一见
的热闹、明快场景。在女孩们带着
几分诙谐的舞蹈中，一个脱胎换骨
的、自信的李闰登场。兴办女校、
办育婴堂、修烈士祠，看似是李闰
在信守承诺，将亡夫谭嗣同的遗愿
一一实现，但从她自信从容的目光
中，人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一刻的
李闰，已经将丈夫的遗愿化作了
“匹夫匹妇”共同的责任。

如果故事结束在这里，是一个
昂扬的、振奋的结局。但“横塘约”
的明朗之后，却是剧情和风格急转
直下的“祠堂泪”。这，似乎称得上
全剧的点睛之笔。如果说，之前的
故事，写出了李闰的人生经历和心
路历程；那么，她在烈士祠中声声
泪、字字血的“十哭”，则是真正触
碰到她心底深处的痛。“巾帼完人”
的赞许是锃亮的，却也是冷冰冰
的，而那一封封家书、一声声“夫人
如见”却是鲜活的、滚烫的，在数不
尽的无尽长夜中温暖着，也灼烧着
李闰的胸膛。支撑着李闰走下去
的，不是虚名，是对一个人，一个早
已死去，却永不会远去的人的——
如海深情，是对他的承诺，是那一
句“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君
子一诺，九死不悔。

在宋元戏剧中，王魁形象是中
国古代负心汉叙事的重要母题。南
戏《王魁》作为该题材发端，元杂剧
尚仲贤的《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将悲
剧推向高潮，其中桂英“打神告庙”
成为戏曲舞台上忠贞女性控诉负心
汉的象征。明万历年间，王玉峰传
奇《焚香记》进行颠覆性改写，以“王
魁守义、桂英持节”的大团圆结局，
将道德批判转为情感颂歌，这一改
编契合晚明对“至情”理念的推崇。
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秦腔《焚

香记》虽袭用传奇之名，却溯回宋元
悲剧精神。该剧恪守“改旧如旧”
“有戏则长，无戏则短”等改编准则，
既留存“打神告庙”“情探索命”等经
典桥段，又对情节架构进行现代重
构，勾勒出完整叙事脉络。
全剧以“救王”“情笃”“送别”三

场戏，细腻铺陈桂英与王魁的情感
发展。“雪夜救王魁”时，李敏以轻盈
台步、娇羞眼神，诠释桂英初遇爱情
的纯真；“伴读夜话”中，她以轻柔
“吟板”演绎唱词，声线细腻婉转，尽
显缠绵情意；海神庙祈愿一折，“恩
爱夫妻早团圆”“海神为证显灵验”
的唱念清亮悠扬，少女眉眼间的羞
涩与对未来的期许交织，将桂英从

施救到倾心的心理转变层层展现。
李敏的表演虽不乏秦腔的慷慨底
色，却以细腻的闺门旦气质赋予角
色柔美质感，为后续“休书”的绝望、
“打神”的癫狂，积蓄情感张力。

在“休书”“打神”“行路”等关键
场次中，李敏的舞台演绎尽显秦腔
艺术本色。其唱腔发扬秦腔激昂的
特性，高音清亮遒劲，将敫桂英的悲
愤心绪诠释得酣畅淋漓。“休书”一
幕，面对王魁的绝情书信，李敏以递
进式表演呈现角色心境变化。她先
以持信时的双手微颤，传递人物瞬
间的惊愕；继而反复展信，在凝滞的
动作中酝酿情绪；最终一声“王魁贼
子”的怒喝，配合爆发式高音，将压抑
的悲愤彻底宣泄。“打神”独角戏里，
李敏运用秦腔“滚白”唱腔，在埙、唢
呐营造的苍凉氛围中，完成敫桂英
从绝望到愤怒的情感转折。“海神庙
哭诉”时，她灵活转换高音拖腔与哽
咽颤音，将角色的悲怆与不甘展现
得丝丝入扣。“行路”唱段中，李敏
通过由缓至急的节奏把控、由弱渐
强的唱腔处理，生动塑造出敫桂英
鬼魂赶路的急切之态。板式运用
上，她打破传统滚板“紧打慢唱”的
节奏规律，将规整节拍拆解为切分

音型，延长关键字拖腔，并在板眼间
隙融入颤音，为表演增添戏剧变化。
李敏的水袖表演功底深厚，将

精湛技艺、情感传递与现代美学理念
融为一体，细腻刻画敫桂英从怀春少
女到悲愤怨妇的心理蜕变，为秦腔
旦角水袖艺术发展开拓新径。舞动
九尺水袖时，她以行云流水的肢体
语言，清晰勾勒角色的情感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焚香记》在保

留秦腔传统板式的基础上，创新性
地融入交响乐伴奏。笛、埙、唢呐的
苍凉之音与圆号、长号、单双簧管的
雄浑之声交织，板胡、二胡的苍劲与
提琴组的细腻相映成趣，既拓展了
音乐的层次感，又赋予经典剧目现
代审美意蕴。在“打神”“行路”等过
场中，交响乐的演奏，不仅为演员换
装争取时间，更通过指挥手势与戏
曲锣鼓点的节奏呼应，形成视听交
融的独特美学。然而，部分段落中
交响乐的过度渲染，致使秦腔音乐
的民族特质有所削弱，如何在中西
音乐融合中把握平衡，仍值得创作
者深入思索。

腔裂金石韵
袖开天地悲

◆ 张婷婷

——评李敏主演秦腔《焚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