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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戏曲电影作为戏曲与电影的嫁接艺
术，理应是戏曲与电影深度媾联与融合
的产物，当属于杂糅两种艺术优势而孳
生的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

真诚希望戏曲与电影的嫁接能尊重
艺术、尊重规律，汲古润今、推陈出新，切
实让这个新型文化品种结出更加丰硕的
艺术成果。

戏曲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艺
术，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文化瑰宝。
受现代文化传播方式和人们审美习惯巨
大变迁的深刻影响，戏曲的受众面和生
存空间正日益萎缩。为了更好地继承与
赓续这一优秀的古典艺术，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比如在广
播电台开设戏曲频道，在电视台创办戏
曲鉴赏栏目和空中剧院，坚持送戏下乡，
让戏曲进基层、进学校、进课堂等等，都
进行了各种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效
果。而拍摄戏曲影视作品，就是其中一
项十分重要的传承方式。

说起戏曲电影，京剧电影《定军山》
即为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这是中国戏
曲的荣耀，也从此建立了戏曲与电影不
解情缘。当然，电影曾经的风行却也极
大冲击了戏曲的霸主地位。面对舞台演
出严重受限的实际，时尚的电影艺术很
快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尤其
是戏曲电影的拍摄，毫无疑问地为劳动
大众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不受时空限制欣
赏名家经典剧目的便捷机会。像《杨门
女将》《生死恨》《大闹天宫》《白蛇传》《群
英会》《花为媒》《天仙配》《红楼梦》《十五
贯》《朝阳沟》《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
虎山》等戏曲电影，确乎令同题剧目家喻
户晓，对于所涉京剧、昆曲、越剧、黄梅
戏、豫剧、评剧等剧种的传播与普及，立
下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近日，受朋友之邀系统观摩了去年
新拍的若干戏曲电影。总的看，整体发
展势头良好，像《借东风》《捉放曹》《血溅
乌纱》等传统戏皆名家挂帅，阵容强大，
能以电影优势演绎经典，且掌控有序，调
动自如，较好地显示并再现了传统戏的
精妙华彩；某些原创新戏，如《月照枫林
渡》《鉴湖女侠》《江南雨》《谷文昌的故
事》等，也都构思精巧、剧情跌宕，生动鲜
活、感人肺腑。然而深入分析也不难发
现，戏曲电影还存在不少瑕疵与问题，概
而言之，许多新拍影片新戏不如老戏，新
编戏中现代题材弱于传统题材剧目。究
其根源，一是传统题材在戏曲表达上轻
车熟路，发挥余地较大，占有先天优势；
二是新编戏曲不少是为完成既定任务，
普遍缺少打磨，少了些思想艺术沉淀的
过程和舞台演出的历练；三是戏曲道白
上普遍存在着话剧化倾向，电影故事＋
戏曲唱腔的表达方式严重损害了戏曲固
有的文化韵味，在戏曲与电影如何嫁接、
怎样融合的艺术探索上，尚缺少特别清
晰自觉的理性认知。

应该说，戏曲电影是个特殊的极具
意味的艺术词汇。这个偏正词组的主语
部分虽归于电影，但又不是纯粹的电影；
因为词组的定语部分决定了电影表达的
主体必须是戏曲，必须符合戏曲的规定程
式和表达方式。同时，既然称其为戏曲电
影，称谓限定了它又不能是单纯的戏曲，
如果简单地把舞台表演原样不动地搬上
银幕，那就不能算作电影，最多称之为戏
曲录像。所以，戏曲电影作为戏曲与电影
的嫁接艺术，理应是戏曲与电影深度媾联
与融合的产物，当属于杂糅两种艺术优势
而孳生的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戏曲与电
影嫁接的分寸与尺度问题。既不能是戏
曲与电影的物理式对接，也不能成为胶
片版的舞台剧目，而应是戏曲与电影真
正意义上的化合反应与有机融合。戏曲
电影首先应当是一部完整的戏曲剧目，
应该遵循戏曲四功五法的艺术规律，遵
循戏曲最基本表现程式，有高度专业化
的戏曲表演功底和特色鲜明的角色塑
造，有切合剧情和人物的独特唱腔设计
和华彩唱段，同时又必须是极具潜力和
传播价值的优秀剧目，这样的戏曲电影
才能真正达到普及戏曲艺术的目的。然
而，戏曲电影既然称为电影，那就一定要
遵循电影拍摄的规律，有高度专业的电
影表达与呈现方式，需要在保持戏曲特
有韵味的基础上，利用一切可能的电影
手段，把舞台戏曲难以突出的最佳潜质
充分彰显出来。要充分发挥电影镜头独
特的语言优势，给演员表演以更加灵活
的声光与色彩的调度，运用更加丰富多

样的中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把演员情绪
积累和情感爆发的动人瞬间记录下来，
把最见表演功力却在舞台观摩中不易捕
捉的精彩细节通过镜头放大出来，让观
众在细枝末节处深度感受戏曲最神奇的
魅力，为他们提供比舞台更为直观、更为
具体、更富表现力的观赏体验。戏曲电
影源于戏曲，但要高于戏曲。既要立足
舞台，最大限度保留并展现戏曲艺术的
独特魅力，同时又要走出舞台，充分利用
镜头的灵活性和场景转换的便利，突破
传统戏曲一桌两椅的道具局限，把狭隘
逼仄的舞台难以展现的广阔空间，透过
舞美置景、摄影棚搭景，或外场地实景的
拍摄，展开灵动且闪亮的穿插，将由表及
里的静态舞美变为由此及彼的动态场
景，将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更为明晰地
还原出来、突显开来，让虚拟的戏曲故事
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这里还必须特别强调，写实的电影
与写意的戏曲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艺术
领域。戏曲的电影化呈现，不能是毫无
限度、毫无节制的任意发挥，如果完全照
搬电影的纪实手段，把戏中的刀枪剑戟、
车马舟轿都用实物来呈现，那么，写意的
戏曲必定意蕴尽失、索然无味，艺术的张
力则荡然无存。戏曲艺术的特有审美决
定了，电影化的呈现绝不能取代戏曲象
征性、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本质特征，电影
拍摄中声光与色彩的调度、镜头的运用
和场景的鲜活丰富，都只能作为写意艺
术的辅助手段，而不能代替戏曲写意本
身。虚拟的世界虽然备受时空局限，但
却可以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这
恰是戏曲的魅力所在。在写意的戏曲
中，唱、念、做、打的程式是四位一体的，
不能轻易拆分，以普通话配合实景拍摄
固然有观众易于听懂的善意考量，岂不
知，话剧化的台词与戏曲的唱腔完全不
搭、格格不入，话剧加唱的表达方式绝对
不是戏曲。道白是戏曲十分重要的不可
割裂的组成部分。京剧的韵白用的是湖
广音和中州韵，表达的是庄重的神情；徽
调进京后形成的京白，多用儿化音的北
京方言念白，语调活泼流利，表达的是幽
默诙谐的情感。其他地方戏的道白多用
本地方言，它们与戏曲中的唱词的读音
相同，道白与唱腔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如果变成普通话念白，戏曲的整体就被
彻底割裂，其韵味定会丧失殆尽。表面
上看，这似乎是在照顾受众的感受，实质
上却远远背离了戏曲，属于典型的好心
办坏事。如果这种观念不转变，戏曲电
影不仅不能实现传承戏曲艺术的目的，
而且还可能让戏曲电影变得不伦不类，
形成对戏曲的二度伤害。

记得当年山东开展科学种田，倡导
优良苹果品种的科学嫁接，让胶东半岛
成为全国优质苹果生产的重要基地；我
们也真诚希望戏曲与电影的嫁接能尊重
艺术、尊重规律，汲古润今、推陈出新，切
实让这个新型文化品种结出更加丰硕的
艺术成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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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我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履职的最后一年，政协工作给我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重视“调研”。今年
有幸参与了6月28日至7月3日、9月5
日至9月8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围绕“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
用”主题赴贵州省、浙江省开展的调研
活动，很有收获，也有两方面的体会：一
是如何调研，二是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
如何理解本次调研，并能有所贡献。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边走、边听、边
看、边问，在有的放矢的基础上“眼睛
向下”，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去发现问
题，以“传统村落”的小切口“解剖麻
雀”的同时，寻找保护和利用得更合
理、更创新的方式，为建言提供支撑。
这让我想起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
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专
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
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他又
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
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
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确，关于调研
这两点缺一不可。尤其是如何做到

“正确的调查”则更难！在这一点上，
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其《到后台看

历史卸妆》中强调：“有良心的历史学
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
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
这不仅是一份责任心，更是一种研究
的态度。本着这样的态度来调研才能
有所收获，也才有可能生发出有效的
建言，这是我的一点体会。说到本次
调研，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和当地政
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为激发传统村落
的活力，作出了很大努力。有些已经
引入商业投资初具规模，有些也在不
断实践探索中。在传统村落的利用
上，其工作方式主要是依托当地资源，
包括物产、景致等进行旅游业的开发
及贸易升级。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
文化艺术资源给予更多的附加魅力。

我的本职工作是美术史研究和展
览策划，从艺术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传
统村落，其中“传统”是个关键词。“传
统”，是指“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
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
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
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而“积极的
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
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
碍作用”。所谓“传统村落”，一定是保

存了很多物质以及非物质的遗产，首先
要剥离与辨别，才能加以合理的保护与
利用。不是所有的古老的村落都需要保
护，更谈不上利用。因此，这项工作同样
需要有发现的眼睛。艺术家徐冰曾讲过
有一句话：“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
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在这里，“传
统”与“艺术”不应只是借题发挥的漂亮
词，要真正地去做在地性研究，进行研
判，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创造。这一工
作不是从思想到思想，更不是照搬、抄作
业，而是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兼具对现实
与未来的认识，所以视野很重要。因此，
需要注意的是：一是时代性，二是世界
性。如今，中国已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城
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在此过程中“传统
村落”的压力来自于人的流失，没有人而
进行的单向保护，一定是保不活的，只能
成为真正的遗产。依附于传统村落的传
统文化与艺术，如果将其比喻成“竹子”，
如何把其种在这个新的时代以及这个信
息化时代，还要种活、种好，的确是个课
题。这次调研中，我看到的是以艺术的
方式改善村落环境，以艺术的方式勾画
美丽前景，愿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需要
注意的地方。譬如，把“传统文化”当时

髦，停留于浅层次过度消费，以为可以吸
引游客，但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热闹一
阵，必会没落，甚至会催化其走向消亡。
再有，很多村庄的文化广场项目，模仿城
市做雕塑，建形象标志建筑。如各种“博
物馆”，由于资金不足，专业性不够，很快
成为“僵尸博物馆”，这种种使很多城市
病转化为乡村病。在开发方面，地方政
府理想化地过度引资，使得有些传统村
落迅速地产化、同质化、金融化。因此，
如何理性、适度、准确地进行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是个真课题。越走
越觉得，此次调研选题十分精准，也引发
了多重思考。

可以看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级政府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

今年也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制
度建立十周年，在此之际，跟随全国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走入传统
村落，走近乡村的历史文化，以及这座中
华文明的“基因库”，的确是一件幸福又
幸运的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

增强传统村落的软实力
吴洪亮

我后来的一次去嵊州采访，一位
嵊州文化局的友人一直建议我去看看
王羲之墓。这位友人出过散文集，善
写诗，中国画的功夫也了得，所以我能
理解她的热切建议。

但我这人，不通书法，这些年“被
写字”的时候，羊毫下歪歪扭扭画出的
其实是一个个的钢笔字、美术字，围观
者鼓掌的时候，赞叹声皆逃不出“有个
性”“文人书法”这些含义颇深的礼貌
用语，因此我一向明白自己是南郭先
生，也因此对书圣的膜拜敬畏感远远
没有书法家或者书法爱好者那么强
烈；但我也想，毕竟，小学时代对着字
帖描过红，又在太湖南岸湖笔的诞生
地工作多年，一直把那里当作第二故
乡看的，所以对看看王羲之墓的建议，
基本上还用得兴趣盎然这四字。

况且，这位书圣的代表作“天下第
一行书”《兰亭序》，为浙江赢得了很多
美誉。那一年我还专门带着一大帮浙
江作家到兰亭举办了个“文学曲水流
觞”活动，大家蹲在溪流边捞字条赛诗
吟诗；还有，要是没有这位书圣的功
力，我在作文时经常拿来使用的这个

“入木三分”成语也就无法现世。
后来我就在安安静静古朴苍然的

墓前坐了好久，努力想象着这位书圣
当年的潇洒果断，以手抄《黄庭经》换
取白鹅的场景。

那天已是黄昏，鸟雀与微风在我

身边走来走去。松柏间，针叶簌簌响，
像是宣纸翻动的声音。

坐半天，跟王羲之他老人家倒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应，这正常，他知道
我是南郭先生。

但通过金庭镇当家人的从旁介绍，
我脑海里除了走过一大群姿态如少女
的白鹅之外，又陆陆续续走过了一些声
音与一些画面。这些声音与画面多少
有些冲击力，叫我一次一次地感慨。

我知道了每年来自日本的书法家
代表团的成员，如何一大排一大排地
自动跪在墓前，甚至泣不成声；知道了
王氏家规中有“子孙筑室为庐，守墓尽
孝”这一条，目前的守墓老人王粮才就
是王羲之的五十六代孙，其祖父、父亲
都是守墓人，现在他也住在祖传的简
陋的墓庐里，日夜为祖墓掸尘。

那一刻，我问，王粮才先生的儿子还
愿意继续守墓吗？答曰，不怎么愿意了，
外出打工了，当然其父是希望儿子继续
守墓的。我问那怎么办呢，答曰，也不知
道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听罢，感触颇深，后来就在墓前写
下一诗，题目就叫《王羲之墓：最后一
代守墓人》，内容是这样的：

自晋代以来，后人一直守墓如今，
如今已是第五十六代。一把竹帚，代
替木梳。

老人七旬，活的神兽。

每天将蚱蜢从墓道上扫开，这就好
比书圣的宣纸必须保持洁净；铁剪一柄，
把杂草剪除这就好比羊毫或者狼毫不能
有一丝逸出。

书圣在此，先人在此，职守在此。自
出生到终老，安居墓边的这间瓦庐。几
十代男女松鼠，都是他的朋友。

一弯月亮，作为帐钩。
只是最近几年有点烦心，他那四十

好几的儿子，说是打死也不来承继这份
差事。儿子去了远方城市打工，为高楼
大厦修草。城里的毛笔字，都是霓虹灯
写的。

惟有男女松鼠伴着他，还有，那一弯
挽住蚊帐的月牙。

他不敢想以后的事情。以后的事情
其实也不可怕，可能像一部失传的字
帖。传说中的美丽，美丽中的传说。

书圣最后的一撇一捺，由竹帚完成。

书圣的故事，在当代，可能还有余音
缭绕。

写到这里，关于书圣对当代的影响
力，又觉得还要再啰嗦几句。当然，他的
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的书法艺术，是最
主要的，1700多年来还无人能出其右，
这太厉害了，而同样厉害的，还有他在他
的王氏家训里所阐发的思想。他的这一
思想，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王羲之定下家训的缘由，据传是这
样的，有一天王羲之与他的好友许玄度

外出游览，夜宿小客栈时却遇上了一件
心惊肉跳的事情，有两兄弟争吵打架，
弟弟竟然出手将哥哥砍死。碰上此事
的王羲之心情沉重地对好友说：“此二
子残忍如此，不知你我后辈如何？”王羲
之在回家后就立即将此事讲给儿子们
听，并工工整整写下“敦、厚、退、让”四
个大字，命儿子们日日临摹，后来又写
下《家训》，同样要求儿子们临摹背诵，
并代代相传。

后人在乾隆五十七年重修王氏宗谱
时，将口耳相传的王氏家训写入《金庭王
氏族谱序》中，内容为：“上治下治，敬宗睦
族。执事有恪，厥功为懋。”当地王氏后人
根据居舍门额、回廊上的题字和治家格
言，又加了“敦厚退让，积善余庆”八字。

而我尤感兴趣的，是他的家训中前
面“上治下治”这四字。我想，这位书圣
精神世界的思路演绎，显然是有一种民
族整体感的。他不仅把道德高地坚决地
置于黎民百姓的脚下，也毫不犹豫地置
于君王与朝廷的脚下。

也就是说，王氏家训里所强调的“孝
敬和睦、遵守规矩、尽职不傲、敦厚退让、
与人为善”的道德要求，须是“上治下治”
的。也就是说，须得上面的君王以身作
则，全国的百姓也模范遵守。

王羲之的书法多好，就如同他卓越
的书道，既讲究个性表达，也讲究整体
布局。

我们老百姓就按书圣说的“从我做
起”来兢兢业业实行吧。王羲之墓的打
扫，后人，例如王粮才先生，是少不得的，
最好还有后来人承继不停。这是个课题。

总之，我们大家都要设法维护、光大
这位书圣的书法，以及他在撇撇捺捺间
所流露的深邃的思想。

显然，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一篇《兰
亭序》。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书圣故事，余音缭绕
黄亚洲

我的家族有个秘密，不大不小的秘
密，是什么呢？这得从我的岳父岳母说起。

我的岳父岳母是一对八路军老战
士，岳父的同学也是他的老战友，岳母
却管他叫姑父，而他的老伴自然就是
领着岳母参加革命的姑姑，所以我们
都管岳母的姑姑叫姑姥姥。

按理说，岳父和岳母一旦结婚，辈
分自然就降低吧。可是不，岳父按照
自己的习惯直接称呼岳母的姑父，也
就是我们姑姥爷的大名，而对他的夫
人，就是岳母的姑姑，也直呼其名。他
们应该是同辈，何况岳父和我们的姑
姥爷还是红军大学二期的同班同学，
这个婚姻其实是他介绍的。这是我们
家族的小秘密，俗称“各论各”。

我们是晚辈，自然以岳母的称呼
为主，所以我们都尊称她的姑姑、也是
她革命的引路人，叫姑姥姥。这个姑
姥姥很有意思，因为她参加过雷神庙
战斗，雷神庙战斗是发生在1938年2
月间的胶东人民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
的著名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姑姥

姥作为八路军的女战士，手持双枪，和
她的战友们一起在日本鬼子的包围圈
中守着雷神庙战斗了七八个小时。这
场战斗结束后，他们的领导人，也是抗
日军的领袖理琪，壮烈牺牲了。另一
个领导人林一山被打断了手腕，他是
后来的长江委的主任，被毛泽东主席
戏称为“长江王”。

曾经有一次在家族的聚会中，我和
妻子见到了姑姥姥和林一山。他们这
些八路军老战士经历了“文革”浩劫后，
重逢意外开心，说着笑着，谈起了雷神
庙战斗，林一山就说：“你们的姑姥姥可
是当时手持双枪战斗的女英雄啊！”姑
姥姥是天津大户人家的姑娘，但是她毫
不犹豫地投身了抗日战争，而且居然成
为了雷神庙战斗的女英雄，这让我非常
佩服，而“雷神庙战斗”这几个字就从那
时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多年以后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期
间，和同学们到原广州军区所在的陆海
空三军调研，在柳州的四十一军军部的
军史展上，我意外地看到了雷神庙战斗

后组建的部队居然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的
四纵，打过无数大仗、硬仗，后来驻防柳州，
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一军，以前我可没有把
这些战史和这支英雄的部队连在一起。

后来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雷
神庙战斗居然很惊险激烈。因为它发生
的时候是1938年2月间，天寒地冻，而且
日本鬼子刚刚占领了牟平县城，没有几天
八路军在理琪的带领下就袭击了这座县
城，抓了俘虏，包括伪县长。但是后来他
们在雷神庙开会的时候，二十几个人被日
本鬼子的侦察机发现，然后上百名荷枪实
弹的日本人包围住了雷神庙，战斗就这样
打响了。七八个小时的战斗击退了敌人
无数次进攻，最后他们突围了，但是领导
人理琪同志壮烈牺牲，这个损失巨大。

年轻的抗日队伍经历了这次战斗变
得成熟，变得坚强，而我们的姑姥姥也由
于经历了这次战斗更加忘我地投入伟大
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她的名字叫黄在，存
在的“在”。当我在翻阅相关史料的时
候，她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山寨的“寨”，可
能是音同字不同吧，但我最终和亲人们

核实，这个双枪姑姥姥的确就是我的黄
在姑姥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
她领着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岳母参
加了八路军，甚至把岳母一家人都领进
了革命的队伍，有的当交通员，有的当宣
传员。黄在姑姥姥是我们家族的恩人，
也是岳母的革命领路人。

在查看资料的同时，我才知道当时
战斗激烈的场面被一块实物所印证，这
是一块不足一米的铁皮雨搭，搭在房檐
上，上面居然有138颗弹孔，可见当时的
战斗是何等的激烈！138颗弹孔，侵略
者的子弹，充满着邪恶，充满着挑衅。它
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里展示着，也昭示着
我们一个不屈的民族面对强大的敌人是
如何挺起胸膛，手握双枪英勇战斗的。

雷神庙战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不是
特别有名，但是在我们家族的记忆中，它
却是一个永远的秘密。而远去的手持双
枪的黄在姑姥姥，她英姿勃发的形象也
永远留在我和亲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
名作家）

双枪姑姥姥
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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