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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于时代 感动于坚持

文化周刊：首映礼上，您与观众进行了交流互
动，其间几度哽咽，您当时想到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激动？

董圆圆：京剧《安国夫人》是我个人艺术生涯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剧目，电影《安国夫人》也是我人生
中第一部电影作品。我非常感慨又非常感恩，我们
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提升文化自信自强。
戏曲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因为
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政策的支持，戏曲正在不断焕
发新的生机活力。

9年前，李瑞环同志亲自执笔编剧这部作品，综
合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逻辑性，把梁红玉这
样一位具有家国情怀、智勇双全、巾帼不让须眉的
女性形象鲜活地勾勒出来。对于演员来说，一生当
中能有一部符合自身条件的剧目是难能可贵的，我
是幸运的。

舞台版《安国夫人》由国家京剧院三团，也就是
现在的青年团，创排而成。虽然至今已有9年，但该剧
创排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特别是老艺术家高牧坤
导演带领主创团队和演职人员全情投入艺术创作
中，大家的敬业执着、辛勤付出让我深深感动。如今这
部电影历经近4年的精心策划和周密筹备得以开拍，
承载着太多人的创作心血，我始终心怀感恩。

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完成了一次巨大挑战。
我年近60岁，且在2017年左脚发生粉碎性骨折，至
今还打着钢钉。面对这出文武并重的剧目，拍摄期
间有人建议我用替身，但我坚持亲自上场，作为一
名演员要真诚地面对观众。在拍摄“黄天荡开打”场
面时，我身披大靠连续翻了50个翻身，伤腿的肌肉
严重拉伤；近24小时的带装拍摄，挑战着身体的极
限，我不断告诉自己要坚持住。是梁红玉百折不挠
的精神不断鼓舞着我，让我坚持到最后。

文化周刊：您长期从事戏曲舞台艺术，这次投
身于电影艺术的创作中，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董圆圆：其实，电影拍摄的过程，是对我舞台演
出的一种反哺。比如，搭建的布景会丰富表演者的
调度走位。“夫妻议兵”这场戏，通过对剧本的再次
研磨，我进一步认识到梁红玉面对国家安危时那种
大是大非的坚定从容，这就使此时梁红玉的戏剧行
动、调度走位更注重人物本身真实情感的流露，是
在完成剧本表达、唱腔板式基础上的一种真情实感
的自然外化。拍摄电影时，布景搭建创造了一个虚
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立体实景，使我瞬间入戏。当时
我忽然意识到，改变后的调度走位也可以适当放在
该剧的舞台演出中，为京剧的程式表达赋予一定的
情感色彩。电影会放大表演细节，考验演员表演功
力，如何将内心戏的表达准确到位尤为重要。同时，
这种反哺还体现在电影录音中。在录音棚中一遍又
一遍地录制，会放大每一句唱腔、念白的美感，也会
放大偶尔存在的不完美之处，这让我对每一字每一
句的唱念都力求精准、严谨，甚至精致。可以说，录
音的过程也是我追求唱念表达愈加精致化的过程。

文化周刊：这部电影从立项、筹备到最后制作
完成，历时 4年。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有哪些令您难忘的事情？

董圆圆：这还要从2014年说起。当年5月，京剧
《安国夫人》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后获得业内专家
的肯定与广大观众的喜爱。随后该剧从参加第七届
中国京剧节到进校园、下基层，从京津沪到港澳行，
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好评。2018年，《安国
夫人》移植成秦腔，在西北传扬。2019年，《安国夫
人》由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承担完成“像音像”工程的
录制工作，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后获得了更
为广泛的赞誉和反响，当时中数集团领导提议该剧
拍摄成电影，发挥更大传承传播价值。这也得到国
家京剧院领导的一致认同。于是，京剧电影《安国夫
人》开始立项、筹备。

让我难忘的事情太多了。去年6月，电影开拍
前，年近耄耋的高牧坤导演亲自到排练场，给我们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复排。这种敬业精神也激励着
我。还有王勇院长，在这部影片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他想办法从各个渠道申请费用贴补缺口；去年影片
进入实拍期间，他还带病坚持多次到片场探班，给
我们加油鼓劲，甚至还给予剧组演员特别是武戏演
员特别保护，解决演员们的后顾之忧……

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本着戏比天大的原

则，以专心致志、久久为功的态度，用心用情投入
创作中，整个团队的“一棵菜”精神让我深深感
动。特别幸运的是，拍摄过程中没有一名武戏演员
受伤。这是我们集体心血的凝聚，更是我一生难忘
的回忆。

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家国情怀

文化周刊：新编历史剧《安国夫人》广受观众欢
迎，现在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又即将同大家见面。
为什么梁红玉的故事能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董圆圆：梁红玉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她
的忠勇事迹不仅存在于史书中，还在民间流传。从
明朝开始，梁红玉的形象就出现在演义与话本中。
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更有诗歌赞颂：“百战功名
四海钦，闲哉内助智谋深。而今风浪金焦过，犹作夫
人击鼓音。”在京剧作品中，有梅兰芳先生的《抗金
兵》、尚小云先生的《梁红玉》，现在又有《安国夫
人》。梁红玉虽为女子，却能在临危受命之时舍家为
国，奋不顾身地平息叛乱、阻金兵于城墙之外，守护
一方百姓平安，受到广大百姓的尊崇。她展现出巾
帼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不畏生死的爱国精神和家
国情怀，传递着中国女性智慧豁达、自强不息的风
采。她的时代女性精神，不仅是对当今女性独立精
神的张扬，也将鼓励更多女性在新时代书写属于自
己的华丽篇章。

文化周刊：为了演好梁红玉这个角色，除了查
阅熟读很多史料外，据说您还到梁红玉的家乡淮安
采风。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体验？

董圆圆：因为这部电影，我们有幸到江苏淮安
采风。一到淮安，我就突然感觉到，我与梁红玉的距
离更近了，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共鸣。当地老百姓
特别敬重这位巾帼英雄，重建了梁红玉祠，塑置了
梁红玉戎装佩剑雕像，尊称她为“七姑奶奶”，敬奉
她为“战神”。特别是看到祠内的战鼓，听到讲解员
讲述梁红玉平内乱、抗金兵的故事，与电影《安国夫
人》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时，我仿佛化身梁红玉穿
越到南宋时期，如真如幻，共鸣更加强烈。作为一名
京剧演员，能够出演这样一位可歌可泣的女性，是
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在江苏淮安，我还了解到有一种特产名菜叫
“蒲菜”，也叫“抗金菜”。据说当年金兵进犯淮安，梁
红玉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偶然发现蒲
菜可以代替粮食，解决了困境，最终军民同心协力
打败了金兵。淮安人民将蒲菜称为“抗金菜”，以此
来纪念这位保家卫国的巾帼英雄。

这次实地采风也让我在后来演出《安国夫人》
时，将梁红玉受人爱戴的原因通过她的家国情等，
更加立体鲜明地呈现出来。

传承戏曲文化 推动戏曲发展

文化周刊：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将LED数字虚
拟影棚技术应用于京剧电影摄制中，创造性地将传

统京剧舞台艺术与现代数字电影艺术相融合。您作为
主演，深度参与了电影的拍摄，对此您有哪些体会？有
哪些新元素和新科技是令您耳目一新的？

董圆圆：戏曲电影在中国有百余年的历史。1905
年，由谭鑫培大师主演的《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
自此拉开了中国电影史的序幕。1948年，中国第一部
彩色电影《生死恨》，由梅兰芳先生主演。电影技术与京
剧艺术的碰撞不是偶然，是时代留下的轨迹。

百余年后，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影视技术同样让人
惊喜，更为戏曲艺术带来助益。前几年，我随全国政协
京昆室调研组去调研时，也曾沉浸式体验过VR技术
营造场景的美妙之处。当时我就想，如果自己演过的
《洛神赋》《天女散花》等剧目也能与这种新科技进行融
合，那该有多美呀！如今，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在这种
身临其境的数字环境中实现了。

之前也说过，如何将京剧的“虚”与电影的“实”相
结合，是我们创作时的一个难题。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
新的思路。其中，新技术营造的虚实结合的场景是令人
震撼的，它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的真实
感，能够辅助表演者快速入戏，更真实地诠释人物，更
自然地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

比如，在梁红玉刚一出场走进“花园”的一幕中，我
一到片场，LED屏幕与搭建实景结合的园林让人惊
艳、震撼，此情此景让我切身感受到梁红玉在家哺育自
己刚出生孩子时的那种真实感，这种感觉是那么祥和
与美好。而越是因为这种美好，才越要保卫自己的家
园，抵御外敌、捍卫和平，这使我后面保家卫国的征战
情绪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可以说，这种环境的代入
感很强，也燃起了我对角色塑造的创作激情。

文化周刊：作为梅派传人，您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
戏曲的传承和发展。这次把舞台版《安国夫人》变成电
影版《安国夫人》又是一次新的大胆尝试。您认为应该
如何更好地推动戏曲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深入了解戏曲艺术，传承
戏曲文化？

董圆圆：中国戏曲有300多个剧种，不同剧种剧目
之间的移植、改编是戏曲剧目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梅兰芳先生的《穆桂英挂帅》根据同名豫剧移植而
来，京剧《杨门女将》从扬剧移植而来，京剧《五女拜
寿》移植自越剧同名剧目……这些经典剧目，在保留
原剧种某些特色的同时，借助新的剧种形式焕发出新
的活力。

不同于传统戏曲电影，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在保
留了京剧本体艺术精髓的基础上，用电影的语汇表达
呈现在大荧幕上，让视觉画面更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
让京剧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通过电影的叙事方式，传
递着京剧舞台表演的“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
为观众展现了更丰富的文化视听体验，吸引更多年轻
人自发去了解京剧艺术，主动去感受京剧魅力。希望以
此为契机，实现京剧艺术的守正创新，为京剧艺术融会
古今的活态传承注入新生力量。

这是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高科技相融
合的探索与尝试。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
检验，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银幕感受
到京剧之美，从而走进剧场，欣赏京剧舞台表演，爱上“国
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润到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让京剧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董圆圆谈京剧电影《安国夫人》

本报记者 郭海瑾

9月 8日下午，我怀着期待的心情，
观看了京剧电影《安国夫人》首映。看后，
回味无穷，我想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
的戏曲电影。

首先，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
大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对
于新编影视剧创作的一次示范性的成功
实践。国家京剧院一直秉承着剧目创作

“三并举”方针，坚持传统戏、新编历史剧
和现代戏三类戏曲剧目同时发展——传
承好传统戏，特别是经典传统戏，对经典
历史剧进行新编，努力创作现代戏。但
是，新编历史剧究竟该怎么做？《安国夫
人》是一次成功的示范。为什么呢？第一，
新编历史剧要从历史中觅诗。《安国夫
人》便是剧作家将梁红玉平内乱、抗金兵
这一段史实搬上舞台，并从这段史实出
发，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来研究、来塑造
梁红玉这个人物。因此，剧作家写出了超
越传统戏曲舞台上已有的梁红玉艺术形
象，为新时代戏曲画廊里增添了一个具
有新意的人物形象。第二，新编历史剧既
要有历史感又要有时代感。梁红玉不仅
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军事智慧、安邦定
国才干的女子，还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
一个充满人性深度的感人的艺术形象，
这样处理历史题材才能有新意，才能有
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温度。《安国夫
人》妙就妙在既有梁红玉、韩世忠夫妇平
内乱，也有深入民心的经典片段擂鼓战
金山，内忧外患的情节全都有，扣人心
弦，这是新编历史剧创作的成功案例，也
是国家京剧院带头完成的一次成功的艺
术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守正创
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
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安国夫人》融古汇

今、融会贯通，结合史实，以当代人的眼光
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史诗。

其次，这是戏曲与电影联姻的一次成
功的、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新尝试新突破。戏
曲电影的核心在戏曲，它是用现代化的电
影手段、电影语言来彰显、强化、保护、传承
中华戏曲独特的审美优势。二者是交融的，
但要有主有从，所以戏曲电影的导演既要
懂戏曲又要懂电影，这样才能将戏曲电影
这种具有强烈时间品格的艺术作品创作出
来。因此，衡量戏曲电影的标准，是看多大
程度上调动电影语言来彰显中华戏曲的审
美优势。

再次，要倡导剧本是为演员而写。不管
是舞台艺术，还是电影艺术，一切视听美感
的艺术呈现都源于“一剧之本”的剧作表达。
《安国夫人》是为梅派第三代传人、京剧表演
艺术家董圆圆量身打造，就是要从舞台演出
到“像音像”，再到戏曲电影这么一个完整的
过程，为当代成熟的梅派传人留下一部能够
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住的代表作。

最后，《安国夫人》真正践行了中华戏
曲一个很重要的美学特征——趣味。梁启
超先生在《美的生活》中认为，美给人以审
美的趣味，而趣味乃是生活的原动力，他研
究艺术也讲究“趣味”。比如电影中，梁红玉
和丈夫韩世忠的对话，颇有政治智慧和军
事谋略；两位老更夫的对话，充满了生活趣
味，令人不禁发笑，但又值得深思。还有，老
丞相朱胜非对于“治国安邦”“用人不当”的
大段流水唱段，逻辑性、哲理性兼具……这
些都是有艺术的“趣味”，值得反复品味。

我相信，京剧电影《安国夫人》会在戏
曲史新编历史剧一栏中占有一席地位，也
会在戏曲电影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期待9
月19日《安国夫人》在全国公映！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

一部示范性作品
——京剧电影《安国夫人》观后感

仲呈祥

期待关注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几年
了。与董圆圆、张建国在全国政协京昆室
共同为中国戏曲、为京剧的繁荣发展建
言献策，耳鬓厮磨、手足之谊甚久，一个
梅派传人，一个奚派传人，真心期待他们
在电影屏幕上一展风采、流传后世。第二
个期待是年轻的舞美指导老师王玉珏，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新锐派，在新技术
助力戏曲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想法。这会
是一部什么样的京剧电影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赶到北京参加
《安国夫人》的首映礼，被全片的大美给震
撼了！

看电影，第一感官是视觉。《安国夫
人》一反过去摄影棚搭景、实景拍摄的套
路，用现代高科技的虚拟手段，营造了在
摄影棚拍摄却非在摄影棚里的次元空
间，托起了京剧的唱念做打（舞），二者结
合得天衣无缝、行云流水，实现了“京
剧+科技”的完美结合，令观众大饱眼
福。我原先担心的科技声光电会不会削
弱京剧表演艺术，以及电影的写实性会
不会破坏戏曲的写意性等等顾虑，在《安
国夫人》美的画面、美的蒙太奇、美的唱
腔、美的表演、美的节奏中不知不觉消失
殆尽。电影和京剧，没有相互磨损，只有
融合，融合为一体，以感人优美的中国方
式，艺术地再现了巾帼英雄梁红玉安邦
定国、铁骨柔情的故事，动人心弦。这是
时代的突破，电影不再是戏曲的纪录片，
戏曲也不再是电影的一个元素，《安国夫
人》是电影的，更是京剧的，它让古老的
京剧焕发出今天的风采、青春的气息。

年轻人提起京剧，总觉得它节奏慢、
题材老旧，演的都是前朝陈芝麻烂谷子
的事。《安国夫人》打破了这个感觉，虚拟
的环境画面充实了较长的唱段，并且导
演有意识地让画面深化唱词的含义，如
梁红玉想起乱贼祸国时，她的眼眸瞳孔
里就出现苗傅、刘正彦二人密谋篡位的
场景，镜头接着就到了现场，场景的转换
加快了节奏感，把剧本情节中的一环扣
一环完整地体现到电影叙事中，打破了
以往年轻人对京剧的印象。还有，苍鹰掠
过宫殿通道、飞过山河的镜头，一下子深
化了南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邦
急需良才的背景，从而使梁红玉的为国
担当、智勇双全弥足珍贵！

写到这里，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大手
笔，他太懂普通观众的心了！梁红玉是几
百年来群众心目中智勇双全的巾帼英
雄。在乡下，过年时挂画，花木兰、穆桂
英、梁红玉、佘太君是堂屋里常见的四条
屏。与传说中的穆桂英不同的是，历史上
梁红玉真有其人，她祖籍安徽池州。梁红
玉金山擂鼓抗金兵的英雄事迹，过去的
戏曲也都演过，徽剧有《黄天荡》《娘子
军》，梅派名剧有《抗金兵》，尚派名剧有
《梁红玉》，但都只演了抗金抵御外侵，而
《安国夫人》却根据《明史》记载，加上了
平息内奸叛乱，丰富了剧情，丰满了人

物，使梁红玉的智勇双全形象更加饱满，也
满足了最基层观众的审美需求。他们希望
看到的是漂亮的，武能擂鼓大战黄天荡、文
能平定内乱除内奸，身处内忧外患，扶大厦
于将倾的护国夫人，文韬武略样样俱全。我
佩服编剧这种平民心态，始终跟观众站在
一起，从观众的审美需求出发，写出他们心
中的英雄，抒发他们心中的爱国主义情结。
这也给我们很多启示。文艺是为人民的，我
们要真正沉下身子，站在人民群众中间，了
解人民群众的审美喜好、审美需求，《安国
夫人》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包括剧中两
位老更夫的插科打诨，有生活情趣又有生
活理想：谁不想有个梁红玉那样好夫人？一
句话就说到人心里去了！

赞美《安国夫人》，不得不赞美梅派传
人董圆圆，从舞台剧到拍摄“像音像”，到向
秦腔移植，董圆圆一步步走进了梁红玉的
内心，化为一体。此中付出的心血，观众不
得而知，但银幕上她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却
是完美的，有血有肉的。她充分发挥了梅派
艺术的魅力，以唱动人、以情感人，时而甜
美婉转，饱含对丈夫、家国的温婉柔肠；时
而高亢嘹亮，表达对叛贼、敌人的正义襟
怀。影片中的“叹中华”“中华儿女理应自
强”等精彩唱段，把忧国忧民之情、保家卫
国之志、誓灭敌人的爱国之心展现得淋漓
尽致。相信随着影片的公映，这些唱段会被
人学唱、传唱，永久流传下去。

在电影《安国夫人》中，奚派传人张建
国的表演和演唱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特别是那段论人才“治国安邦”的唱
段，真是编剧的神来之笔，作曲的通灵之
作，演员的洪钟大吕之音。作为一位老臣，
赞美梁红玉，感叹人才难得，引申到人才
是国家民族最宝贵、最不可缺少的柱石，
写出了多少治世感慨，唱出了多少家国情
怀！引人深思，又感叹无穷，相信观众会喜
欢、会传唱，会成为经典唱段。

影片《安国夫人》充分体现了京剧“一
棵菜”精神，彰显了国家京剧院的实力和水
平，同时也充分显示中国数字文化集团、中
影集团等代表的中国电影人在用科技赋能
京剧、使京剧焕发当代光彩的路上，把最有
中国特色的电影——戏曲电影，提升到了
一个新纪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也充
分体现了京剧人电影人，正在更好地担负
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谱
写当代华章。

大美哉，《安国夫人》！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编剧）

大美哉，《安国夫人》
侯露

编者按：
日前，京剧电影《安国夫人》首映礼在北京举行。《安国夫人》

是由李瑞环同志执笔编剧的一部优秀新编历史剧，取材于南宋
巾帼英雄梁红玉的故事。京剧电影《安国夫人》经过近4年的
精心策划和周密筹备得以开拍。该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京剧名家云集，由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导演高牧坤担
任戏曲导演，青年导演刘学忠担任电影导演，由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董圆圆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青年文武老生演员田磊等领衔主
演。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映川，全国政协京昆室
副主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杨承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
院院长王勇等上台启动首映仪式。该电影将于9月19日在全国
同步上映。

本报记者特别采访“安国夫人”梁红玉的扮演者董圆圆，请
她讲述创拍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台前幕后的故事及创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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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电影《安国夫人》中董圆圆饰梁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