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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在近 200 年的发展历程
中，留下来许多脍炙人口和经久不
衰的剧目，所谓的“大戏36，小戏
72”就是指经过大浪淘沙后迄今
仍然留存的珍贵作品。而这些剧
目因为诞生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的
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
足和局限，有些是艺术性的，有
些是社会性的，还有些则是牵涉
到历史变迁和政治背景，如果直
接搬上今天的舞台，肯定不妥。
但这些作品，又是我们宝贵的历
史和艺术遗存，把它们从凝滞的
故纸堆里挖掘并搬演，对于我们
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树立
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和民族精神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对于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
前辈艺术家实际上为我们做出了
榜样。黄梅戏小戏 《打猪草》《闹
花 灯》， 大 戏 《天 仙 配》《女 驸
马》 都是其中杰出的范例。从古
典中开掘题材，让古典涅槃为经
典，未尝不是一种创作路径，也
许还是一条捷径。今年的黄梅戏
展演周就有不少剧目是黄梅戏传
统剧目的改编剧目。其中，由宿
松县黄梅戏剧院演出的大型黄梅

戏 《水涌登
州》 就是由
我和杨琼先
生加工整理
和改编的。

对 于 传
统剧目的改
编问题，郭
沫若先生有
一个非常著
名 的 观 点 ，
就是“失事
求似”——
不要拘泥于

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真实的心
理和思考”，而是要在现实的环境
和背景下进行艺术虚构和创造，
将历史人物“真实形象”升华为

“艺术形象”。
《水涌登州》是黄梅戏传统三十

六本大戏之一，也是黄梅戏传统戏
中为数不多的“以老生呼天下”的
剧目之一，讲的是一个“善恶报
应”的故事——

登州大善人崔文在一次大水灾
中，变卖家中所有资材，购置大
船，救了全镇人的性命，其中的少
年刘英被收其为义子，和亲生儿子
崔庆一起读书。三年后，崔文被龙
王托梦，说是皇后正月十五和众宫
女游玩时，将随身携带的玉玺遗失
在后花园的八角井，以张皇榜告示
天下。上天感念崔文世代行善，特
意将此消息告诉崔文，为的是得到
皇家高官厚禄的封赏。于是，崔文
差刘英和崔庆一道进京揭榜领赏。
但在突然降临的巨大利益面前，刘
英暴露了自私自利的贪欲本性，将
寻回玉玺的功劳私吞，被皇家招了
驸马，独享荣华富贵。崔庆找上驸
马府想讨回公道，却被翻脸无情的
刘英打入天牢，生命岌岌可危之
时，随行的下人赶回报信，崔文急
急赶到京城，找到包公告状，救出
崔庆，将刘英治罪斩首。

应该说，这是一个主题非常好
的戏，按照“高台教化”的说法，
就是“教人行善”，但留存下来的剧
本是黄梅戏老艺人胡玉庭的口述
本，经人整理的，非常粗糙和原

始。过去的艺人大多数出身农民和
手工业者，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唱
戏没有戏文（剧本），基本通过口述
和自由发挥，所以，才会出现“五
里不同腔，十里不同调，各打各的
锣，各唱各的调”现象。再加上
以前演出的舞台基本是“草台”，
一桌二椅就是道具，天地就是背
景，没有导演，没有场次之分，
演到哪里就是哪里，有的为了讨
好观众，掺杂大量的噱头，用现
在的话说就是低级趣味和封建迷
信 的 东 西 ， 如 果 搬 到 现 在 的 舞
台，根本没办法演，也不能演，
只能进行“手术刀”式的改编。这
就是“淘掘古井”。

首先是“淘”，将其中大量枝蔓
砍掉，比如，剧中出现的道士诳
语，龙王托梦，石狮流泪等等“糟
粕”必须除掉。其次，将其无重点
无场次的鼓书式的叙事方式改为有
场次的戏曲结构，将故事冲突改
为矛盾和性格冲突，把大量的并
且 不 断 重 复 的 叙 事 式 的 唱 词 删
除，增加更多的表现情感和思想
的唱词。三是对人物按照戏曲的
行当和角色进行调整。原来的剧
本没有女主角，以老生小生和小
丑为主，从戏曲的行当分配上极
不合理，也有损观赏性，因此，
为 了 剧 情 需 要 ， 增 加 了 “ 店 主
姐”这一女主角，在这个戏中起
着 承 上 启 下 的 纽 带 作 用 。 但 在

《水涌登州》 的改编上，“淘”只
是基础性的工作，关键是“掘”，
就 是 对 主 题 的 开 掘 ， 这 才 是 关

键，也是老戏新演的意义所在。
在 《水涌登州》 主题的“开

掘”上，一是要找到崔文“行善”
的信念的支撑点：崔文为什么会行
善，并且不管遭遇多大挫折和误
解，仍矢志不渝。这就是一种“信
念”。斯特林堡说，信念是由一种愿
望产生的，因为渴望相信才会相
信。原著中通过崔文的唱腔这样表
达：天地三才人在内，五行造化土
为王。一敬天地恩福广，二敬日月
与三光。三报皇恩思水土，四敬养
育报爹娘。这样的“动力和支撑
点”今天看来“格局”未免有些
小，“善行”缺乏广泛的号召力。于
是，还是通过崔文的口，我进行了
这样的改编：世间人最为紧要就是

“仁”，“仁”乃每个人立身之本。心
中有“仁”才会有爱，爱国爱家更
爱苍生。心中有“仁”才会生善，
乐善好施乐于助人。心中有“仁”
才会有“信”，言必行行必果不昧良
心。心中有“仁”才能有恩必报，
以恶报恩者天诛地恨！从而将“小
善”变“大善”，让这种“善”更
具有社会意义。二是将“私仇”
变“公仇”，将崔文“告状”的目
的升华，不仅是“报了家仇”，而
是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因为像刘
英这样“价值观”扭曲的人，一旦
掌握权力，肯定是百姓遭殃，国家
遭损，正如崔文唱词中所唱的那
样：“似你这等忘恩负义的不孝之
人，活一天都将是国遭殃民无安
宁。”这也使崔文的告状变成一种

“善”的延伸，对国家对百姓的
“大善”。最后将主题升华为主题
歌：“一个故事传古今，善恶到头
终报应。劝君行善少作恶，百姓
安康国安宁。”

总之，传统戏改编，和修复文
物相似，既要“修旧如旧”，又要

“修旧胜旧”。

“失事求似”：《水涌登州》的改编
李光南

金秋时节在安庆美术馆展出的
“有版有演-2023’安庆版画·黄梅
戏戏曲题材作品展”共计展出作
品 53 件，有黑白、套色等多种版
画形式。

“有版有演”是安庆版画的一次
全新的探索实践。若干年前，安庆
的版画家们就在尝试用版画的形式
创作黄梅戏题材，其间出现了一些
力作。徐寒杰的绝版套色《戏里戏
外总关情》用素雅的色彩、温和细
腻的版画语言，直接、生动地表
现当代黄梅戏领军人物韩再芬和
她的戏，刻画出黄梅戏表演艺术
家的朴实无华，具有很强的象征
意义。黄若谷在 2018 年创作的黑
白木刻 《梨园寻根》 没有直接表
现某一出戏，而是把魔方与人物
（包括戏剧人物） 统一在一个画面
中，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变幻
莫测呼之欲出，深刻的思辨效果和
思想内涵通过现代版画这一形式，
展现得十分充分。

今年的安庆版画创作与黄梅戏
艺术进一步融合，特别是中国版
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班苓女士受
邀 为 此 次 展 览 创 作 的 《精 典 黄
梅 戏 一》 独 具 传 统 木 版 戏 画 的
韵 味 ， 以 丰 富 的 色 彩 表 现 两 位
戏 剧 人 物 ， 背 景 是 单 纯 的 市 井
解 构 ， 产 生 出 强 烈 的 视 觉 反
差 ， 对 传 统 木 版 戏 画 实 现 了 完

美 超 越 ， 凸 显 了 古 老 的 戏 曲 文
化 和 版 画 艺 术 共 同 的 生 命 力 ，
极 大 满 足 了 现 代 人 对 于 戏 曲 版
画的审美需求。安庆老版画家陆
平先生的新作 《人生如戏》 是一

幅 缅 怀 大 师 严 凤 英 的 黑 白 木 刻
作 品 。 严 凤 英 永 恒 的 微 笑 早 已
定 格 在 了 观 众 的 心 里 ， 而 她 那
微 笑 背 后 被 凌 辱 、 毁 灭 的 悲 情
却很少被人们提及。陆平的作品

极 富 感 染 力 和 冲 击 力 ， 令 人 震
撼、沉思。

安庆是黄梅之乡、版画之邦，
两大艺术品牌的融合，有“版”有

“演”，交相辉映。戏作为版画的
一个载体，必然会在各个角度的
二度创作中有所升华，为更多的
人所认知，同时，版画艺术在对
戏曲题材的思考和提炼中也会得
以提升和开掘。

这次展览中的中青年画家也表
现不俗，他们的作品清新脱俗又不
乏深刻的思想。陈可的铜版画 《乌
金记》 的造型语言高度凝练、生
动有趣。贾刚的水印版画 《并非
传奇》 游走于戏里与戏外、纪实
与 抽 象 之 间 ； 汪 红 光 的 绝 版 画

《黄梅芬芳香自来》 是黄梅戏角色
的集合，也是戏剧人物造型的集
锦，一招一式总关情。金云的绝
版画十二生肖系列已完成 《黄梅
灵兔》《虎年婵娟》 两件，其创意
独具特色，很有观赏性和收藏价
值。更可喜的是，安庆版画伴随
着黄梅戏题材已经走进校园，此
次展览中的少儿作品尤为可爱，
孩子们正成为安庆地方特色文化
的传承人。中青年版画家和少年
儿童满怀激情，通过版画的形式
表现黄梅戏的精神内涵，彰显出
安庆版画人的精神风貌和对本土
文化的自信、创新。

“有版有演”版画作品赏析
郑贤红

戏里戏外皆关情（版画） 徐寒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