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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追了好几遍，
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今年，著名导演陈薪伊时隔
24年后再度与编剧姚远合作，要将电视剧《人间
正道是沧桑》搬上话剧舞台。这二人曾强强联
手，缔造了舞台经典《商鞅》。

为了了解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最近我特
地又开着弹幕看了一遍电视剧，有意思”，83岁的
导演认真地说。

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日前发布的首版概念
海报上，“人间正道是沧桑”七个字挥洒出毛泽东
手迹的豪迈潇洒；红黑白三色奔涌而出的主色调，
既像黑夜里燃烧的火焰，又像江河中流淌的鲜血，
象征着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中无数人的牺牲与付出
……陈薪伊感慨，用这出大戏来庆祝建党100周
年非常有意义，为观众诠释我们党历百年而风华
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成功密码”。

江奇涛“放心”姚远担纲话剧编剧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年播出后广
受好评，12 年过去了，仍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原著作家江奇涛告诉记者，过去十年间有许多人
动过将《人间正道是沧桑》搬上舞台的念头，前来
洽谈版权的亦不在少数。然而，对于这部他本人
最满意的作品，江奇涛对改编事宜一直非常谨
慎。三年前，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次推出“东艺
制造”原创计划，话剧版《人间正道是沧桑》赫然
在列。历经多次拜访、沟通和交底，江奇涛被东
艺团队的热情和真诚打动，决定免费独家授权给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打造话剧版本的《人间正道

是沧桑》。
江奇涛创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以1925年

至 1949 年间杨家三兄妹的人生脉络为主线，融
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
题与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巧妙相融，再现了
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建立新中国的必然历
史命运。由电视剧改编成话剧，《人间正道是沧
桑》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将50集的电视
剧体量，缩减到同一个戏剧空间，并在短时间内
完成复杂叙事。姚远曾与江奇涛共事多年，两人
曾多次参与集体创作。江奇涛说：“交由姚远来
担任话剧版的编剧，我很放心。”

作为国家一级编剧，姚远几乎拿遍了国内戏
剧大奖，《商鞅》《厄尔尼诺报告》《李大钊》等扛鼎
之作与他本人低调的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此
次执笔改编《人间正道是沧桑》，他希望用另一种
方法把故事说出来。“什么是人间正道？为什么
这部剧到现在还有生命力？它不仅仅写过去的
故事，更展现人物在历史洪流里的翻滚浮沉。”姚
远表示，这部剧不是想告诉观众“结论”，而是意
图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出发讲好故事

“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这首诗，当时只有
20岁出头，甚至并不知道‘人间正道是沧桑’该怎
么理解。我就去问老师、查字典。后来又去理解
前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句诗几乎成了我
的人生观，遇到困难就会想起它。”陈薪伊说。已
耕耘戏剧舞台60年、迄今有近100部作品的陈薪
伊，虽是耄耋之年，对戏剧艺术仍初心不改，近年
来创排了话剧《洋麻将》、全女班莎剧《奥赛罗》、
话剧交响剧诗《龙亭侯蔡伦》等佳作。跨越近四
分之一个世纪后再度合作，陈薪伊和姚远直言：

“这次默契度比排演《商鞅》时更好了。”
50集电视剧即便压缩到五小时的舞台呈现，

也已非常“紧凑”，但陈薪伊还想再挑战极限：“对
观众来说，五个小时坐在剧场里是一种疲惫战，
我不习惯做这样的戏，我还是想把戏限制在三小
时之内。”因此，她必须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原有
的杨、瞿两家故事中取一舍一，但在取舍中优先
考虑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年轻人和上一代人
的理解的确有不同，在杨家兄弟中，他们既喜欢
杨立青，但同时会同情杨立仁，年轻人对人物的
情感共鸣非常强烈，这让我决定将话剧呈现的重
心放在杨家。” 据文汇报

83岁陈薪伊“开弹幕”
问年轻观众找情感共鸣

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由优
酷视频、河南卫视、实力文化联合制作
的大型历史场景课《隐秘的细节》第一
季正式上线。节目由著名历史学家葛
剑雄担任总顾问，大胆地采用唯物史
观，从大量出土文物、经典古籍中，重
新梳理祖先创造文明及其演进过程，
力图描绘出一幅中华文明演进史的辉
煌画卷。

据悉，《隐秘的细节》第一季共十
集，全部聚焦于中国的殷商时期，展现
了祖先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从
迁徙时代进入定居时代、从城邦时代
进入王朝时代的壮丽过程，其中诸多
新颖的观察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第一集，开篇讲殷商部落的
都邑为什么会在一百年内七次迁徙，
是因为出土的工具都是石器，使用这
种工具的农业还很原始，祖先生存必
须有渔猎补充。节目模拟出祖先当时
简陋的居所，并动员大家回到常识，
如果你手里只有石头的工具，即使你
使用今天的经验，也难以盖出恢弘的
殿堂。

这样的发现在节目中几乎每三分
钟就会贡献一个。比如讲到殷商中
期，部落各个城邦之间的交流情况，节
目引述史料细节，讲了一个有趣的故
事：商王大戊时代曾经有“重译而至者
七十六国”。节目解释说，重译就是各

方交流要通过多重翻译，互相才能听
得懂对方的意思。在没有通用文字、
方言阻隔严重的时代，这一文明交流
的景观，让著名演员黄志忠讲得妙趣
横生。正是因为这些交流，殷商部落
向西戎派出了特使，学会了车辆的制
造技巧，并且在五年后制造出了第一
辆战车。

据节目总导演、总撰稿关正文介
绍，在第一季中，节目还从青铜文物的
年代线索，讲述了这一最初的金属科
技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过程，讲述了
甲骨文这一重要文明成果的演进过
程，讲述了殷商时代南北两大部落的
第一次青铜大战，以及像今天石油运
输线一样关键的金道锡行青铜资源运
输线保卫战。

据悉，《隐秘的细节》从脚本撰写
到制作完成超过了两年时间，邀请嘉
宾除了史学大家葛剑雄之外，还有著
名哲学家吴伯凡、历史地理学家李晓
杰、货币历史学家王永生等。

“我们做得非常认真，力求做到每
个讲述点都有扎实的依据，脚本光是
引文注释就有几百条。互联网也帮了
很大的忙，不做这件事，你就无法想象
网上有多少历史爱好者，真的是藏龙
卧虎，很多新的观察和发现，都是他们
提供的。”关正文说，做节目也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学习过程。据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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