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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赵氏孤儿》重磅面世

沉寂15年的山东歌剧“““醒醒醒了了了”””
本报记者 霍晓蕙

作为一部最具经典价值的中国古
典悲剧，《赵氏孤儿》早已被改编成各
种艺术体裁。山东版歌剧《赵氏孤儿》
日前重磅面世，该剧不仅是我省备战

“十艺节”的重点剧目之一，还被寄予
了“复兴山东歌剧”的厚望。

戏剧张力撼人心

12月11日晚，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歌剧《赵氏孤儿》在8月21日首度公演之
后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再度亮相舞台，
足见山东歌舞剧院对该剧的信心。

大幕拉开，歌声回荡，随着剧情的推
进，舞台时而化作集市，时而是府第的院
落，时而化作田园，时而又是英灵现身的
圣台。全剧贯穿着屈死冤魂的反复吟唱
以及大量意识流的闪回，现实时空与非
现实时空交替出现此起彼伏。

全剧只有二幕，第一幕“救孤”，第二
幕“复仇”，紧紧围绕这两条线索，展开激
烈的矛盾冲突，着力刻画了深陷危难凶
险环境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散发出人
性光辉和精神力量。主要人物程婴、公孙
杵臼、韩厥、赵武等，在宽厚、诚信、仁义
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壮举，使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所信奉
的义薄云天、舍生取义、忍辱负重等文化
精髓得到完美诠释。屠杀的血腥、复仇的
烈火、围捕的紧张、舍子的疼痛、寿宴的
喜庆、真相的昭示、弑父的矛盾，一个个
场景，通过音乐、表演得到渲染，令观众
沉浸在戏剧情节中，情绪跟随人物的命
运跌宕起伏。

与国际歌剧接轨

《赵氏孤儿》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贵
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
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
族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正史到民间
戏曲，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戏曲、电
影以此为题材层出不穷，然而，用歌剧这
一西洋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个极具戏剧
张力的中国故事，难度却是相当大。2010
年末，经过文化部、省文化厅的决策以及
有关专家们的研讨论证，山东省歌舞剧
院选择了这个沉甸甸的大题材，决定把
歌剧《赵氏孤儿》作为备战“十艺节”的重
点剧目搬上舞台。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谈到，之所以

选择《赵氏孤儿》一剧，而不是山东题材
的戏，就是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打造面向
全国甚至世界的剧目。《赵氏孤儿》的经
典性，让它永远都焕发着新鲜和蓬勃的
生命力，同时，以歌剧这一载体来承载中
国的故事，也最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进行
沟通与对话，有利于让更多中国之外的
人们从精神的层面认识中国，走进中国
人所信仰和秉承的精神世界。

在表演形式上，该剧试图进行突
破。山东歌舞剧院院长肖冬介绍，整体
演出样式不是通常中国歌剧的“话剧
加唱”，而是完全以歌剧的结构与手段
进行艺术呈现，通过人物的独唱、吟
唱、二重唱、三重唱、合唱以及交响乐
队的艺术手法进行艺术形象的创造与
艺术精神的张扬。他说：“这是山东歌
剧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大胆尝试。”

让“义”在舞台上流淌

应山东歌舞剧院之邀，曾获“新世
纪杰出导演”的国内名导卢昂执导《赵
氏孤儿》。谈到对这一题材呈现在歌剧
舞台上的理解，他说：“在创作中牢牢
抓住一个‘义’字，能够让‘义’在舞台
上流淌，这个戏就立住了！”

在卢昂看来，《赵氏孤儿》是一部
“灵魂与肉体决战、使命与亲情绞杀”
的戏剧，“舍生取义”是属于中国的精
神信条，也是全剧核心思想与精神价
值所在。这次歌剧的创作就是力图“将
中国人的信仰立起来”！

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戏剧最为重要
的是展示人性的挣扎与选择，“我们的

《赵氏孤儿》正是极为洗练、浓烈地以歌
剧形式演绎了这一过程，因此，这部歌剧
将有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一部闪
耀中华民族人性光辉的史诗歌剧！”

编剧曾经很“忐忑”

山东歌剧在国内曾经颇有影响。
1995年，山东歌舞剧院原创歌剧《徐
福 》便 曾 获 得 国 家 文 化 艺 术 政 府
奖——— 文华奖。不过，由于每年的大型
演出多，耗费很多的精力、人力和物
力，山东省歌舞剧院已经15年没演出
过歌剧了。山东歌剧的沉寂，让《赵氏
孤儿》的编剧兼作曲莫凡一度非常“忐
忑”，他坦言，自己花费了五年的精力

创作了这个剧本，最初并没有打算让
山东来承接，“我首先想的是与北京等
大城市合作，且这也不是与山东有关
的题材，最主要的是山东已经很多年
没搞过歌剧了。”之后，在被“强制”请
到山东并听到整个创作计划后，莫凡
最终被感动，“我看到了山东人的义士
精神，这也是我这部剧的核心精神。”
于是，他放心地把“女儿”嫁到了山东。

2011年8月，歌剧《赵氏孤儿》在
山东剧院首演，应邀而来的中国歌剧
研究会副会长金曼兴奋地说：“山东
歌剧近十几年‘冻’住了，现在醒来
了！”

将推出多个版本

《赵氏孤儿》首演就获得
喝彩，有专家评论，歌剧是
国际语汇，现在具有了山
东品牌的特质。省歌舞
剧院院长肖冬则表
示：“这部歌剧区别
于其他剧的是，这
是一部编剧作曲
全由一人担纲的
剧目，歌曲与剧本
衔接得更为紧密，
这在中国是少有
的。导演、指挥、舞
美、灯光都是业内
的实力大腕，还特
邀了当今中国声乐
舞台上优秀的青年
歌剧艺术家李爽、杨
阳加盟，使得该剧从
创作之初就站在了一
个高起点上。”

肖冬说，该剧今
后将在省内外进行
巡演，到大学、厂矿、
部队，并因地制宜推
出缩小版、清唱版、
讲解版等不同版本，
之后根据专家和观
众的意见，继续打磨
提升，在打造精品大
剧的同时，为普及歌
剧这一高雅艺术形
式做出努力。

摄影 徐延春

2013年将在山东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为我省艺术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全省艺术院团创作热情高

涨，目前全省最好的编剧、导演、作曲等创作群体，基本全部投入了“迎十艺”剧目创作中，全省各级艺术院团已确定定

了60部剧目，囊括了京剧、吕剧、柳子戏、话剧、歌剧、杂技剧等各艺术种类。其中三分之二的剧目已经开始投入排

练，一部分剧目已登上舞台，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山东特色的鲁字牌剧目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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