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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题 现长征中不一样的美丽。 

红军长征是个神话，很多戏剧工 关于剧本 

作者都乐此不疲地将这一神话搬到舞 著名剧作家姚远的话剧 《马蹄声 

台或者电视荧幕上，我们绝大多数的 碎》堪称经典，该剧从女性的视角重 

人，不管是不是有历史知识概念的， 新审视长征这段历史故事。 

大都是在剧场里或者荧幕上接受这种 l 剧本结构是一个戏的 “地基”， 

红色文化熏陶的，这种艺术传承模式 1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字创作与舞台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思维模式当中 ll 呈现的关系。清代戏剧家李渔指出“结 

所谓的“红色经典”，也就自然而 J ，、叭 构如造物之赋形：当精血初凝，胞胎 
然地变成了 “传统的长征主旋律题 剧 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 

材”，即从正面讴歌红军长征的艰辛 场 注  官百骸之势。”可见，结构对于戏曲 
与伟大。“无论在什么时候，长征， 王贝 ，口 剧本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编剧不仅 
都是个美丽的神话，除了在它发生 代． H．． 仅只是提供一个简单的规定情境、故 

的时候”。京剧 《马蹄声碎》试图用 亩 Ë  事情节、人物关系而已，他还需要塑 
一

种不一样的方式重新去窥视这段经 · 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勾勒出鲜明的人 

典，用新的思想观念去审视这一段历 II 物性格、提炼出思想内涵等构成地基 

史，用新的角度去诠释这一庄严的话 的钢筋、水泥，搭建成 “剧本结构”。 

题⋯⋯从某种不一样的意义出发我们 话剧剧本有太多的承载，重新解构 

重新定义了牺牲的价值，重新感受了 剧本，本着 “立主脑、剪枝蔓”的原 

长征本身所具有的悲壮，使其少了些 户 则，将话剧原来的十五场戏像衣服一 

刻意的红色，却充斥着更多的人性锋 砰 样剪碎，再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将碎 

芒，让红色戏剧更具有了时代意义。 咖  布缝起来，有戏则长，无戏则短，重 
京剧 《马蹄声碎》引发出来了许 杂 一  新结构了六场戏，使情节结构更加紧 

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挖掘人性的背 器 凑，对原剧的磅礴大气形成了强烈的 

后引申出妇女地位、命运、个人价值的 颠覆。如原作中用大量的篇幅交待了 

问题，集体与个人的矛盾冲突的问题， 师政委怎样劝少枝留下照顾受伤的陈 

以及封建礼教，婚姻爱情姊妹情等等。 子坤；女兵们是怎么去送电话线的； 

这些问题不止是某一个时代所牵扯到 王洪魁怎么暗恋田寡妇，又是怎样用 

的，也是从古至今所一直存在的。除此 自己的生命阻止大部队炸桥的⋯⋯改 

之外，人的理想和信念问题也是一个永 一 一 ， 编本中我们重点侧重于五个女兵的情 
恒的主题：理想和信念可以帮助自己 I 3J 虬 感集中性，为了使五个女兵的戏更加 

规划未来的道路，可以帮助 自己坚定 紧凑，这些内容在戏 曲剧本的处理中 

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规划，创造出一个有质量 有的作为幕后事实出现，有的则是用画外音 

和品质的人生。剧中的五个女红军战士，虽 的形式代替了，这样既减少了篇幅又推动了 

然她们途中要遭遇很多的坎坷甚至是经受生 剧情的发展。 

死离别，但是她们却始终没有选择放弃，只 关于唱词 

是因为有个信念支撑着她们，那就是中国共 好的唱词往往能促使唱腔出新，个人认 

产党。剧中，隽芬走不动了，不得已她中途 为在改编的过程中，除了把握 《马蹄声碎》 

放弃了，可放弃的理由却也是因为同一个信 所表现的时代脉搏外，还要体现当代我们自 

念，那就是牺牲自己完成大家共同的信念， 己的审美追求。把话剧中直白的语言改编成 

这不单单是一个 “人性”所能容纳的。 合辙押韵的唱词，既要有唱词的突破，还要 
一 场革命的背后要牺牲多少人?战争结 有助于人物塑造，张弛有致又有新鲜感。 

束后，有的人将会名垂千古，可这些被抛弃 比如话剧中写隽芬劝大家不要为她的留 
的女兵们又有谁会知道呢?这些女兵们的追 下感到难过的： 

赶是否真的是有价值?这个故事有太多的疑 隽芬：大脚 ，有你这句话我就一辈子也 

惑和倾诉，京剧 《马蹄声碎》从新的角度展 不后悔了你们别再劝我，我是情愿的。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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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为 了你们 ．也是为 了我 自己。我怕了， 

我会老是想着田大姐。我怕我走到一半也 

会倒下来。你们想想 ．就算过 了河 ，前面还 

有草地，要走七天七夜的草地更凄惶⋯⋯就 

在这草地上死了多少人 ．⋯⋯我们居然来回 

走 了两次 ，现在还要再走第三回。我好像这 
一 辈子都在路上不停地走 ，我想歇歇了，大 

脚 ! 

改编京剧的唱词为： 

隽 芬 (唱)有这话我一辈子也不后 

悔啊⋯⋯ 

(对大脚)原谅我常常笑你粗鲁 

嫌你脏 ： 

(对冯贵珍)原谅我屡犯纪律和 
你顶撞 ． 

(对少枝)原谅我争风吃醋和你 

抢做新娘 ⋯⋯ 

虽说是妇妹们磕磕绊绊舌根子痒． 

那却是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 

隽芬我以身换粮并无高尚。 

走下去真的怕前程渺茫： 

我怕像田大姐死得悲壮， 

我怕是挺不住饥础尸骨倒路旁： 

就算过了滔天浪。 

还要走七天七夜的草地更凄惶。 

人生啊，难道说一辈子都在路 

上走走走⋯⋯ 

我只想歇歇了 

就算是为你们换上一袋粮。换上 
一 袋粮。 

没有程式化的押韵，巧妙地将叙事和抒 

情紧密结合，将此时隽芬的人物心理活动转 

化为唱段，通俗易懂又性格鲜明，以人物性 

格的突出升华了剧情。 

关于风格 
一 个戏该有什么样的风格，尤其是戏曲? 

当时的时代风格?创作者的个性? 
京剧 《马蹄声碎》，强烈的时代特色把 

主旋律背景包容在京剧艺术创作里，确立一 

个什么样的风格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戏曲的 

特性就是写意，那么，怎么样在该基础上让 

他变得有风格?五个女人一台戏，自然女性 

的阴柔美就 已经树立在了舞台上，那么，结 

合长征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在特殊环境 
下不难发现她们阴柔下的刚强与洒脱，因此， 

阴柔中的坚韧便是五个女人总体的风格，也 

是戏的基本基调。在表现方式上，我们用戏 

曲中的 “刚”配以舞蹈中的 “柔”，戏曲身 

段糅进舞蹈动作，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样式。 

戏的年代背景是什么?是长征。毫无疑 

问，长征年代是贫穷的，是粮食短缺物资匮 

乏的，是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同 

时长征年代的人们又是质朴的，基于种种京 

剧 《马蹄声碎》在长征背景下成长，灯服道 

效等方面都要受其约束，如道具枪的配置要 

符合当时年代的使用发放情况 服装的颜色， 

不同级别战士是否有衣着上的变化等都要进 

行考究，在造型上每个演员力争做到总体一 

致细微不同，通过帽子、发型等细微的地方 

做一些改动和变化，来区分人物性格。总之， 

不管是服装造型还是灯光道具都是要为角色 

服务，要塑造出人物个性同时又加强整出戏 

的总体风格。 

“坚决赤化大西北，反对右倾逃跑⋯⋯” 

她们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她们机械的统 
一

行动听指挥，她们像牛马一样驮枪驮炮、 

驮米驮面，没有人拿她们当女人，似乎连她 

们自己也都快忘记自己是个女人，这也形成 

了戏的风格。田寡妇刚生产完却要面对跟自 

己的孩子生死永别，像铁一样的女人也会肝 
肠寸断。可是，田寡妇她没有时间甚至没有 

机会去哀悼她死去的孩子，因为她要顾及到 

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因为她们要追赶部队， 

因为她是红军战士。在这样的状态下，更多 

地是表现特殊年代的麻木，简单却又要明了。 

在部队的统一管理下她们不得己变成了刚强 

的女人，可她们终究是女人，也有像水一样 

柔软而欢快的一面，她们也会凑在一起互相 

玩笑相互间逗乐，也会凑在一起静静地听隽 

芬唱动听的山歌，她们也同样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着美好的向往，紧张而严肃的氛围下透 

着丝丝的欢乐。 

套用陈薪伊导演在 《生命档案——陈薪 

伊导演手记》说过的话： “风格的设计直接 

关系到演员的表演、服装的设计、化妆、灯 

光、布景等，整个关联在一起，在这个制约 

下，我们哀怨一下、悲伤一下、抒情一下都 

是可以的，这就是整个的氛围。”因此，我 

们在确立了总体风格后，在其风格的制约下 

要把握好相关的演出内容和演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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