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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再度来沪献演

陈忠实最满意的版本有何玄机？
四档电视节目
将落地成书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人
民出版社与东方卫视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据悉，双方将以生产
优质内容为中心，共同策划重塑
内容生态，探索内容深化改革之
路，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作为协议的第一阶段，上海
人民出版社今年将先期推出东
方卫视以下4档电视节目的相
关图书：《这就是中国》《闪亮的
名字》《我们在行动》《诗书画》。
这4档节目是东方卫视在2019
年战略转型升级、深化内容改革
中推出的全新电视节目，得到了
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肯定与广泛
好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王岚表示：“作为出版人，我们有
责任把这些栏目进行进一步的
转化，让它变成书香，能够感染
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带来温
度、力量。”

在说到节目出书的初衷，东
方卫视制片人和主持人陈蓉对
记者说：“《我们在行动》第一季
节目播出完毕，节目组就收到上
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的邀
请，希望我们团队能总结出一个
书稿，让更多人看到台前幕后做
的各项扶贫工作，为这样一个国
家战略、十大命题，送上我们出
版人及媒体人共同的一份礼
物。”

而出书仅仅是这份协议的
一部分。依托宣传系统一盘棋
的优势，东方卫视与上海人民出
版社将共同践行媒体融合战略，
建设全媒体。

国家话剧院再演
《三湾，那一夜》

国家话剧院话剧《三湾，那
一夜》29日起在国话剧场再次
演出。该剧通过“三湾改编”这
一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展现了毛泽东的政治远见，阐释
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党和人民军队走
向胜利的思想法宝。

在编剧王宝社看来，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的“那一
夜”，是惊险却又伟大的。10年
前，王宝社跟随八路军出身的父
亲第一次去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参观时就被“三湾改编”的艰难
历程所震撼。“我写这个戏也是
带着对前辈的敬仰、对现今的思
考。三湾，那一夜，对于历史、现
在与未来，都是一个说不尽的伟
大夜晚。” 据新华社电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
史。”这句巴尔扎克的名言曾经
被陈忠实写在了《白鹿原》的前
言中。

他这部50万余字的长篇小
说，记录了渭河平原50年变迁
的雄奇史诗，自1993年 6月诞
生以来，就成为了厚重民族历
史内涵的代表。《白鹿原》的故
事影响了两代中国人，影响了
我们看待历史、看待中国与看
待自己的角度。

诞生以来，它获奖无数，也
成为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的
目标。然而，也正因为它的厚
重，它也被人们称为“最难被改
编的小说”。

2015年，陕西人民艺术剧
院改编出了话剧版，而这个版
本，成为陈忠实本人最认可、

“最满意”的改编版本。这部话
剧，2019年6月7日-9日将再回
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它被认可，魅力在何处？当然
是因为这个版本，延续了小说
中对人性本质的解读，借助与
传统思想之间的对抗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戏剧冲突。

小说《白鹿原》里有名有姓
的人物多达80余个，其中人物

关系错综复杂，自从1997年身
为陕西人的张艺谋有意将《白
鹿原》改编为电影开始，多年来
各种新版本层出不穷，其质量
也是参差不齐，如何在保持原
作思想和情节的基础上做出改
动，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除此之外，“长度”是小说
与话剧之间另一大鸿沟，作为

“大”长篇的代表作，《白鹿原》
兼具时空的广袤与篇幅的浩
繁，洋洋洒洒50万字。在把小
说搬上舞台后，出于时、空限
制，话剧作品难以像小说一样
把所有情节、人物和故事背景
等交代得面面俱到。小说中最
具冲突之处、人物心理动情之
时，便是话剧发挥的关键之处
了。话剧《白鹿原》成功地诠释
了小说中的情感，并形成了自
身特色，正如导演胡宗琪说道：

“我们需要呈现的是在白鹿原
上不同力量间的对抗，情欲对
抗宗法、个人挣扎对抗时代命
运，可能呈现的形式非常惊世
骇俗，……我们既要刺激观众
的官能，同时也要击中他们的
灵魂。我们要让白鹿原上的典
型人物在舞台上重生，让他们
之间的对比与对抗去震撼观

众。”
话剧《白鹿原》在保持小说

原有情节的基础上，将这部“民
族秘史”作出了新的升华，故事
以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陕西为
背景，描绘出了主人公六娶六
丧，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
对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
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
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
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
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
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
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
缠结，怨怨相报代代不已等。

剧中以厚重深邃的思想内
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
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
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
术特色和令人震颤的真实感。

舞台是一出戏的载体，它
为演员提供了演绎的空间，在
这个空间内话剧可以借助演员
的动作和交流营造出小说不具
备的戏剧冲突。对于《白鹿原》
来说，其戏剧冲突来源自传统
习俗与人性之间的碰撞，这种
碰撞也贯穿于整部戏的始终。

《白鹿原》此番来沪，将有
不少极具特色的新亮点，如剧

中运用“歌队”的形式突显出了
千姿百态陕西关中村民形象，
完美融合在每一个规定的情境
中，在此处“歌队”的出现，带有
着西方古希腊戏剧演出的色
彩，这些群众演员不仅在参与
戏剧进行的同时，还会以旁观
者、倾听者的身份给出评论、阐
述事件，以此体现出自古以来
的传统观念。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
人公白嘉轩由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蒋瑞征教
授饰演，凭借自身多年来丰富
的舞台经验和理解，蒋瑞征对

“白嘉轩”这个人物注入了自己
新的诠释，该人物本身就是白
鹿原上一个重要的道德制高
点。他代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
力量，使得白鹿原能够长时间
按照一种原始而朴实的力量运
转下去。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口碑，甚至
被业界捧为“中国话剧新巅峰
之作”，是因为在如今浮躁的商
业市场大环境下，他们仍然选
择尊重文学，尊重原著，他们的
创作不为形式而形式，自始至
终站在命运和人性二字上。

小说《白鹿原》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全书共计五十万字。2016年，陕西人艺版《白
鹿原》在全国十余个城市巡演，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话剧的良心和水平，更是得到业界媒体
的“交口称赞”，不负陈忠实“最满意的改编版本”的盛誉。陈忠实曾说，“我把《白鹿原》和我的
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谢谢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陕西人艺《白鹿原》见证民族文学舞台化动人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