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文天地·2015 年第 2期

大凡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特别是京剧现代戏，

总是蕴含一种深刻思想或严格的批判精神。这种思

想或精神不是直白和公然的宣示，而是用京剧艺术的

手段，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中自然感受而获得。剧作的

艺术性愈强，主题思想也就愈能感染人，影响人。这

就是业内经常提及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的好戏标准。由著名词作者、诗人朱海编剧，国家一

级编导邢时苗导演，国家一级作曲朱绍玉作曲，国家

一级舞美设计高广健、刘文豪(灯光)设计，国家一级

演员、著名杨派(宝森)老生李军等担纲主创主演，由

青海省演艺集团京剧团创编演出的京剧现代戏《七个

月零四天》就是这样一部成功之作。它好看好听，真

实感人，成功展现了川藏、青藏公路建设的“两路精

神”，使久违了的当代筑路英雄模范人物登上了京剧

舞台，回到观众心间。从京剧艺术本身来说，主创集

体做了大胆尝试与探索，恰当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

关系，既大胆创新又不离京剧本源，达到了现代与经

典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艺术风

格，把京剧现代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戏曲现

代戏的繁荣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启示与思考。

我觉得，《七》剧的成功与选材立意看得准选的对

不无关系。一是每个剧种的表现能力是不同的。慕生

忠将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率领两千人的筑路大军

勇闯生命禁区，以热血和生命铺就通天“神路”，谱写

了世界筑路史上伟大篇章。这一气势恢宏、惊魂动魄

的真实事件，完全适合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二是经

过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学习，慕生忠与青藏公路的故

事在我省基本上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特别在 2014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弘扬‘两路’精神，助推西

藏发展”的重要批示，更加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对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特别是在川藏、青藏两条公

路通车 60 周年之际，能在舞台上看到这段历史的再

现，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可以说是观众与艺术家心

心相印，共同铸造了这一艺术成果。

创编者如何把修建青藏公路这一波澜壮阔、宏巨

悠长的真人物真事迹搬上京剧舞台？做了深入思考并

做了符合京剧艺术规律的合理安排，这也是《七》剧取

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能明显地感

受到该剧作者处理安排戏剧冲突轻车熟路，是一位驾

驭生活与写作的高手。他不求故事完备齐全，更不搞人

海战术，始终围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结构故事来

展现人物。既考虑到了故事的清晰，又突出了具有典型

意义和代表性的情节；既注意了英雄群体的塑造，又赋

予了慕生忠、驼工小韩等主要英雄人物更多的浓墨重

彩。他把整个事件压缩到序、尾和五场戏中，全剧有名

有姓的人物也只有六人。从序幕到尾声，每场戏都以慕

生忠为中心，一环扣一环，每场都有一个小高潮，至第

五场小韩牺牲，形成全剧的最高潮，也是观众最受感

动、最为动容、最受鼓舞的时刻。由于作者的精心安排

设置，使得故事情节顺畅清晰，慕生忠等主要人物形象

完美突出，为各艺术部类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以剧本为基础，以导演为中心，各艺术部类主创

人员共同遵循“用歌舞演故事”，以虚为主，虚实结合

“两路精神”的成功艺术展现
———观现代京剧《七个月零四天》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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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曲美学原则，不拘一格创新发展，大胆融化吸纳

其他可用素材，是该剧开创京剧现代戏新局面，形成

演出新样式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我看过不少戏曲现

代戏演出，有的戏布景道具堆满舞台，唱、念、做不讲

节奏，看不到表演程式的作用，严格讲也就是话剧加

唱。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呼吁：戏曲剧目的创作演出

必须要戏曲化。看了《七》剧演出之后，我说，这是一

出真正的现代京剧! 其含意就在于它既是戏曲艺术，

又是典型的京剧现代戏。《七》剧舞台上没有一片景

片，只有几条 10 米长，1.5 米宽的氨纶白布从台顶吊

杆垂至地面，在灯光的配合下由相应演员用手势掌控

变换，根据剧情的需要，时而幻化为风雪，时而幻化为

帐房……。还有一队时隐时现相当人数的合唱队，通

过合唱和队形变化，也能幻化出雪山、道路及战士等

各种形态。通过这些幻化，观众完全能感受到物质和

环境的存在，台上虽只有几个演员，却能感到有无数

筑路人征战在青藏线上。这种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段，

不仅不影响戏剧效果，反而精练了时空转换过程，为

演员展现精湛的表演提供了更大天地。据导演介绍，

这种合唱队形式来源于古希腊戏剧的唱颂班。由这

一介绍，我又自然想到了《七》剧的音乐设计。该剧的

音乐从唱腔、器乐曲到乐队伴奏，一方面烘托了剧情

发展与人物塑造，同时又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与品

格。他的唱腔设计在赋予人物性格与心态特征的前

提下，好听好唱好学，既传统又新颖。把藏族的弦子、

拉伊及青海花儿等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化入全剧音乐

之中，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民族地域

特色。写到此处，我忆起张庚先生在《戏曲规律与戏

曲创新》一文中的一句话，“把全世界可用的艺术手段

都运用到戏曲艺术中来而不失戏曲本色，那才是本

事”。本剧主创集体勇于吸纳，锐意创新，有胆有识，令

人敬佩，值得学习。

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特别是京剧，各艺术部类的

完美固然重要，但决定一个剧目成功与否，最终还是

要通过演员特别是主要演员的表现来完成。扮演一

号人物慕生忠的演员李军，具备好演员的一应条件，

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和很好的演唱技巧。他扮演的

慕生忠气质庄重，举止稳健，又显得自信自如，平易可

亲。他的表演富有节奏感和雕塑感，一招一式清晰准

确。他的演唱字正腔圆，高亢低回，控制恰当，舒展自

然且富有感情。听起来颇受感染而又过瘾满足。在作

者和导演的安排下，李军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塑造人

物。剧中唯一的道具是一把铁锨和一根红柳。这把铁

锨两次曾用来展现慕生忠的思想情感：一次是他痛感

西藏所需物资无法运达，决心修好青藏公路，以细腻

的情感，在铁锨柄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以表达他誓

死要修通此路的决心和态度。另一次是西进到离省

会西宁 800 公里处时，需要为此地命一地名。在人们

的期待下，他稍加思考，舞动手中铁锨，有力地戳在地

上，同时有节奏地喊出“格尔木”三个字，加之配一集

体亮相，这一细节处理取得了极好的戏剧效果。在修

改修路方案时，他尊重科技人员意见，不揽功不诿过，

丹增遇险，他带病搜寻抢救，对藏族老阿妈关心照顾。

特别第五场小韩牺牲，他伤痛至极，通过核心唱段表

达出了他的真情实感，为纪念英灵把洋八井大滩命名

为“韩滩”等，都生动塑造了慕生忠有血有肉、有情有

义的英雄人物形象。李军的表演之所以成功，还与他

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与他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不

无关系。李军是参加习主席文艺座谈会 72 位成员之

一。对于他的思想收获和扮演慕生忠的体会，他说：

“我演这个人物，不是为得奖，而是为了让人们记住慕

生忠将军，记住为青藏公路做出贡献和牺牲了的人

们”。他还说：“演好这部戏，对自己的人格是一种提

升”。这说明，演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对演好舞台人物

有着多么重要的关系。剧中扮演驼工小韩的花脸演

员李为群和其他几位演员也都能胜任自己的角色，为

全剧的成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七个月零四天》的成功，与

邀集多方面多艺术品类的高端人才参与主创主演有

着最直接的关系，或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当前

主创人员普遍稀缺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强强联合，成

果共享的做法对于创编精品力作乃至整个戏剧艺术

的繁荣发展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措施与方法。对于我

们青海来说，通过名人名家的引领示范作用，不断提

高自身经验与素质，不断壮大本土创导表演队伍，逐

步“硬翅膀，放单飞”，“强基固本”更为重要。在实践

中培养一支“不走的文艺团队”，应该是我们服务青海

各族人民的一项不能忽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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