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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一名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大奖、文华剧

作奖、曹禺剧本奖等奖项的著名编剧，王勇的作品屡屡入选文旅部重点

扶持剧目、“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中国文联、中国剧协

《百部优秀剧作典藏》，王勇创作了人偶剧 《鹿回头》、话剧 《国之大

臣》、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天使日记》《红船》《侨批》、舞剧 《红高

粱》、京剧·黄梅戏 《英子》，还有儿童剧、赣剧、琼剧、吕剧、淮剧、

上党梆子、河北梆子、越剧等不同戏剧品种和戏曲剧种 30 余部。

王勇其人其剧被业界誉为“诗人的戏剧”“美在剧诗”，他近几年创

作的“一个人”“一座碑”“一艘船”“一本日记”，还有“一封信”，以

迥然各异的结构和风格，呈现出不同的质感、韵味和戏剧语境，可谓

“一戏一格”，也被称为五个“一”。

本期采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

席、著名编剧王勇，请他谈谈创作之路。

不会忘记
柁 平

教育与兴趣
朱永新

佛道禅心 慧根善缘
李延声

创作路上的五个“一”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谈自己的五部剧作

本报记者 杨雪

■记者手记：

铸就西藏文艺事业新辉煌
扎西达娃（藏族）

怀念徐怀中
郁钧剑

月光下的火焰
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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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的令我最感动，让我痛
哭流涕的一部舞台作品，就是《人民
英雄纪念碑》。”

“哦？谁写的？”
“王勇！”
一个巧合。早在采访王勇之前，

记者曾偶然间听到一位观众随口谈
起过王勇的作品给她带来的触动！

《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部主
旋律作品，在时空条件受限的舞台演
绎的情况下，能够赢得无数观众的热
泪和掌声，这在舞台艺术领域，是很
难得的。可以说，这是王勇作品了不
起的地方，也可从中窥见王勇作品的
共性。

在成为国家京剧院院长之后，王
勇的事务性工作繁杂。但是每逢他
作为院领导参加老艺术家的活动或
老艺术家追悼会上需要他讲话，王勇
都会自己倾尽心力熬夜撰文纪念，文
辞恳切，情深义重，与他舞台作品中
的情感表达一脉相承。

纵观王勇的作品，努力在平实中
挖掘崇高，在平凡中升华伟大。他始
终坚信，艺术必须扎根人民。伟大的
艺术作品，要充满对人民的关切和悲
悯。优秀的艺术作品，既能给观众深
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同
时也是温馨明净、抚慰人心的精神家
园。

对人民的关切
本报记者 杨雪

“一个人”的坚守——民族歌剧《呦
呦鹿鸣》

2015年10月 5日，屠呦呦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时，王勇
就想着要为这位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创作一部
作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屠呦
呦从事的是单调、枯燥的科学研究，没有华丽
的古装，没有少数民族风情，没有战争场面，
没有灾难悲情，没有远距离的历史背景，没有
帝王伟业，没有传奇爱情，也没有艺术色彩，
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但这种平凡、
平实、平静和朴素，恰恰正是屠呦呦的真实
本色。

《呦呦鹿鸣》的故事从屠呦呦的名字开始，
从青蒿开始，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色青蒿正
是希望的象征，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
接下来，从屠呦呦患病、求学，到屠呦呦和同事
们经过191次试验，得到了疟原虫抑制率达百
分之一百的青蒿提取物，再到屠呦呦以身试药，
青蒿素终于问世。

创作过程中，王勇反复“破立”，如果按部就
班地写，不免有些“拉洋片”、记“流水账”之嫌，
为此，他设计了三个“屠呦呦”：童年屠呦呦，中
年屠呦呦和老年屠呦呦，通过老年屠呦呦的倒
叙回忆，将几个独立的代表性事件有机地勾连
在一起，形成具有逻辑性的戏剧结构，不仅给歌
剧作曲留下空间，而且在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
转换间显得更为灵动和自由。

观众看过歌剧《呦呦鹿鸣》走出剧场的时

候，已经被屠呦呦的崇高所感动，哼着刚刚才听
过一遍的旋律，不住地感叹。

“一个人”串起平凡与崇高，追求与坚守，体
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一座碑”的敬仰——河北梆子《人
民英雄纪念碑》

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是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从雕刻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普通石匠的视角，反映“人民
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的宏大主题。

曲阳石匠从西汉至今，祖祖辈辈以雕刻为
生，历朝历代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刻印记。
当时间定格在1949年 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头一天，一座历时
近10年之久，最终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于是，那些雕过龙、刻过
凤，雕过皇宫帝陵、刻过帝王将相，雕过各路神
仙、刻过各方神圣的石匠们，他们的人生轨迹从
此跟新中国交织在一起。

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个宏大的题
材，通过怎样的视角切入，选择的可能将是多种
多样的，既可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
梁思成和参与设计的林徽因的经历为线索，还
可以浮雕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
鹤的故事等为素材。然而，那些石匠们的故事
始终深深地吸引着王勇。人民养育了英雄，也
造就了人民英雄；英雄来自人民，也创造了历
史。石匠是人民的一分子，由普普通通的石匠
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味和意义。

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从小角
度表现大主题的恢宏观照，从“刻小碑”升华到

“刻大碑”的无尽感叹——这就是王勇创作《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

“一座碑”，串起了牺牲与新生，过去与现
在，历史与变迁，矗立的是碑，矗立的也是崭新
的国家。

“一艘船”的史诗——民族歌剧《红船》

谈起创作歌剧《红船》的机缘，王勇感慨不
已，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船到巨轮，从南湖驶向
汪洋，经百年辉煌历程，堪称一部人类史诗。

2018年11月，王勇在四川挂职期间，突患
急症，被送医治疗，当病情稳定下来，《红船》的
创作就是从病床上开始的。他一边输液，一边
在电脑前敲字，左手肿了再换右手输液，肿着的
左手继续写，他已经被百年前那个平常但特别
的日子，被那群陌生而熟悉的人牵引。

王勇坦言，《红船》是他创作的30多部舞台
剧中，投入最深、付出最大的一次创作。因为他
面对的是如此纷繁复杂的一段历史，面对的是
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嘉兴参观

“红船纪念馆”的时候，王勇被一幅“苍茫大地”
的巨幅油画吸引，久久驻足，不愿移步。画面
上，背景是愁云密布的前门楼子，而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凝望着苍茫的中华大地，
眼睛里既充满着忧心忡忡的神情，又饱含着坚
毅不灭的希冀。油画所描绘的情景后来被王勇
敷衍成重要的戏剧情节——李大钊乔装成车把
式，赶骡车将陈独秀送出北京城，送往天津，再
转往上海，南陈北李，南北呼应，相约建立中国
共产党。

虽然已经时隔多年，王勇说到《红船》的创
作依然激动不已。当“中共一大”党代表们通过
了纲领后，有党代表提议喊一句口号，随即，党
代表们压低嗓门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
声呼喊，一喊就喊了一百年。一首“万岁，轻声
地呼唤”的咏叹，也在王勇的笔下一气呵成：“万
岁，轻声地呼唤，见证这一刻瑰伟。告诉天空，
把梦想放飞，开天辟地永不消退；告诉江山，将
初心滋培，敢为人先风云应对。万岁，大声地呼
喊，见证这一刻荣辉。告诉时间，这一瞬无悔，
从此定格年年岁岁；告诉未来、这一点星辉，点
亮满天星辰不坠。”

“一艘船”被霞光映照，满载民族希望，驶到
今天，仍将驶向明天、驶向未来、驶向永远。

“一本日记”的奔赴——民族歌剧
《天使日记》

2020年初，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身在
北京的王勇跟身处疫情中心的湖北人民、武汉
人民一样感同身受。正好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向
他发出创作邀约，于是，王勇从2020年3月11
日拿出故事梗概，到 2020 年 3 月 26 日写出初
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歌剧《天使日记》应运而
生，这也是他创作的30余部舞台剧中写作时间
最短也最急的作品。

这部作品以武汉某医院护士长兰之念的抗
疫日记作为舞台叙事的主要方式并贯穿全剧，
核心情节围绕兰之念一家展开——她的丈夫黄
鹤、已退休的公爹黄老中医都是武汉的白衣天
使。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寻常百姓家的
宁静生活，他们也同其他医护工作者一样，以不
同的身份和方式义无反顾地参与到这场抗疫之
中；黄鹤在抢救患者时因感染病毒而不幸牺牲，
给兰之念、黄老先生以及未成年的女儿黄鹂带
来莫大的悲痛；在丧夫之痛面前，兰之念化悲痛
为力量，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忘我
地投入到抗疫第一线，体现了白衣天使们的医
者仁心与拳拳大爱。

“一篇日记”串起一个个或平凡、或善良、或
崇高的珍珠般的人物，亲情、医患情、生死情，共

同构筑起伟大的抗疫精神。

“一封信”的承诺——民族歌剧《侨批》

创作歌剧《侨批》之初，王勇在江门五邑华
侨华人博物馆看到了早期华工乘火船漂洋过海
的模拟情形：昏暗、逼仄的船舱里，一个笼子里
挤坐着众多华工。在船主冷漠的眼中，他们只
是一群被贩卖的“猪仔”。

“卖猪仔，卖猪仔，家山若是容易过，哪得冒
死去番邦；无奈卖身猪仔行，做牛做马去开荒。
卖猪仔，卖猪仔，三死六留一回还，七日七夜水
茫茫；货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18
世纪末期，一艘又一艘满载“契约华工”“赊单
工”“猪仔”的火船驶向美洲和东南亚，有的还在
海上便葬身鱼腹，侥幸到达目的地无非是修路、
开河、挖矿、砍甘蔗，最后能够返乡的九死一生
……

此类场景给了王勇巨大的冲击，脑海间不
禁浮现出一幕又一幕风雨飘摇、家园破碎的历
史“镜头”。

《侨批》的故事从华工李诚如为阻止女儿
像自己一样被卖，急忙赶赴家乡却海上殒命，
临终留下的一封“批”开始，勾连起迫不得已
卖女的李董氏和李彩云母女、久卧病榻的李
母、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与李
诚如感同身受的众多华工。既描写了华工、华
侨的悲惨遭际、命运多舛，也反映了他们的善
举、义举，展示了苦难岁月里义薄云天的同胞
情，折射出中华民族根植于骨髓、流淌于血脉
的大爱，而这种善良美好正是我们民族力量得
以凝聚、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根基，是中华民
族历经磨难却屡扑屡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
保证。

“一封信”串起了“海内”“海外”，更串起了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王勇

河北梆子现代戏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

民族歌剧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呦呦鹿鸣》》 民族歌剧民族歌剧《《天使日记天使日记》》

民族歌剧民族歌剧《《红船红船》》

民族歌剧民族歌剧《《侨批侨批》》

诗与远方
桑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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