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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由青岛演艺集团青岛市歌舞剧院创排的原创
大型吕剧《百川东到海》在青岛首演。“激流险滩挡不住，百
川归海向东方。”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韵味十足的吕剧盛
宴，《百川东到海》用现代舞台演绎了青岛往事，同时展示了
青岛守正创新发展吕剧的探索成果。舞台上满满的青岛元
素，让青岛观众感慨万千。一道山坡路包罗万象，打破单一
的写实化空间，走向多样化的写意与表现空间。苍茫山海
咫尺间，展现了戏曲舞台的中国创造力。

该剧讲的是移居青岛的唐淳年牢记父亲“莫从政莫参
军”的遗训，小心经商，独善其身。不料，日本人侵占了青
岛，欺骗老百姓从青岛港出发去海外务工，局势危急。唐淳
年之妹唐宛淇暗中加入共产党，欲协助崂山抗日游击队劫
船营救劳工，遭到唐淳年反对。日本人穷凶极恶，上街强掳
平民当劳工，唐淳年唯一的女儿耐冬被掳走，生死不明。为
保护营救劳工所用的航道图，唐宛淇遇害牺牲。一连串的
变故，让唐淳年幡然醒悟，有国才有家，只有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最终，唐淳年冒死将航道图交给游击队，追随共产党
走上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

剧中，山、海、小洋楼、教堂时时显现于舞台，浓郁的地
域色彩让青岛观众倍感亲切。值得一提的是，山茶花（又名
耐冬）贯穿全剧，它既是与故事情节关联的实物，也是唐淳
年女儿的名字，还是唐宛淇等人精神品格的象征。耐冬是
青岛的市花，和南方山茶花不一样，它在冬天开花，色彩绚
烂。因此，导演把山茶花的意象融入剧中，以此象征共产党
人以及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吕剧作为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一，在青岛具
有悠久历史。而《百川东到海》在吕剧发展史上第一次将交
响乐融入，获得吕剧迷的赞叹。该剧将吕剧传统的四大件
乐器与交响乐队的双管编制相结合，情绪音乐和伴唱音乐
借鉴电影音乐的创作手法，让传统戏曲更加适应当代观众
的审美追求。观众在创新中回味了传统，在传统中感受到
创新。在以舞台艺术引领观众重温青岛抗战往事的同时，
将经典唱段与剧情旁白相结合，串联全剧，让观众全面领略
这部原创现代吕剧优美的唱腔、丰厚的音乐内涵和戏曲传
承。唱段的精彩呈现，交响乐与民乐交融，在现代舞台上演
绎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突显大型吕剧的城市化探索发展。

而随后举行的吕剧《百川东到海》演唱会版则进一步将
传统地方剧种与现代交响乐的舞美融合推向高潮。青岛市
歌舞剧院总经理苗青表示：“《百川东到海》演唱会版在原版
演出模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首次将交响乐队从月池搬到
舞台上，使观众能近距离欣赏国粹与西方现代音乐相互撞
击所产生的艺术火花，从而身临其境领略一场中西结合的
视听盛宴。”就艺术表现风格而言，《百川东到海》演唱会版
属于“改编”，即在忠于原版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戏曲表述
风格，为之换上一套全新的艺术包装。

吕剧作为地方剧种，反映的是本民族、本地区人民群众
的喜怒哀乐、人情世故。而且一般都用民族语言、地区方言
演唱，乡音乡情关联着一方乡亲。这就是地方戏最具生命
力的特征。

源于西方的交响乐与中国戏曲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交
响乐和舞台剧是殊途同归的艺术行当。中国戏曲博大精
深，深受群众喜爱。将传统戏曲改编成演唱会的新型表演
模式，不仅是观众的期盼，更是时代赋予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的历史使命。

戏曲由于受舞台表演的时空制约，要求演员尽可能在
有限时空内充分展现剧情。《百川东到海》演唱会版相较于
原版，舞台上去掉了许多道具和布景，演员人数和表演场次
也大幅度压缩，有点类似于“独幕剧”。但交响乐队的精彩
配合却把演员引进了现实生活的环境里，可以按照生活中
的行动和语言去再现，不必完全使用舞台腔调和架势。这
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舞台艺术的时空和演员的表演程式，
从而成功实现了戏曲和交响乐的完美融合。

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相融合所产生的作品，是一个人
们尚未完全认清其巨大潜力价值的艺术品种。当我们已经
找到民族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元素完美结合的手段并得到
观众认可的时候，就是一种崭新的既非纯写实又非纯虚拟，

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的表演体系走向辉煌之
际。这必将以其独有的艺
术魅力征服越来越多的影
视观众，不仅将成为中国
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门
类，也将以其全新的民族
特色走向世界，成为全人
类的精神食粮。而完成这
一历史使命，则需要所有
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
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
术家协会会员。

连谏长篇小说新作《流年》是一部以红高粱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
讲述了李姓祖孙三代人的情感故事。据说小说原名叫《李氏私人情感
史》，出版时改成了《流年》，虽不如《李氏私人情感史》具象，但也确切。小
说从李后生青年时期写到他的孙子李第一，作者用字节俭，但生动传神，
言语精炼到几近白描。小说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能独立成章，融
为一体就是一部纵贯六十年时光的高密乡间私人情感生活史。

高密大地一马平川到几近乏味，这片毫无风景可言的土地像偌大
的舞台，人类生活就是本色演出，从生老病死到爱恨情仇，日夜不息。李
家三代人因姻亲和血缘而缔结的错综复杂关系，就像精彩纷呈的戏剧人
物关系，自成体系。仿佛陷入困顿中的命运巨网，每个人都想逃走，却鲜
有成功，被困在这片单调平原上的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生活，
最终成为感情世界的囚徒，因为只有逃进瑰丽的感情世界，蜷缩的生命
力才能得以怒放成生命的恣意汪洋。

所以，小说里人物的现实生活枯燥乏味甚至是不堪的，情感生活
却像怒放在暗夜里的花园。当然，小说着墨更多的是乡间生活，有农
民的淳朴也有农民的狡黠，作者描写之精到生动，常常会让人不由拍
案，不由想起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巨著《穷人的本质》，一本贫穷影响
底层的调研笔录，读者可以窥见底层家庭中匪夷所思的思维方式，并
且找到对应。在金钱的掣肘下，他们的小聪明催生的一幕幕场景，无
比残酷地出卖了因匮乏而产生的巨大精神黑洞；他们斤斤计较，被人
鄙夷还要自以为是；他们跟谁都算计，包括自己。他们的感情因吝啬
于金钱而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是丑陋。因为穷困，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
对金钱的占有上，比如李大卡把进城卖不掉的菠菜，动用小聪明卖给
了他的发小养猪场的光明，这种农民式的狡黠，如果没有乡村生活经
历，是写不出来的。这就是连谏的高明之处，记忆中的点滴零碎，糅合
进文字，都变得闪闪发光起来。

小说先出场的人物李后生温顺善良，一生都为了别人，为了他爱
的每一个女人，为了毫无血脉却如同掌上明珠的孙子李第一，他从没
有为自己明确争取过什么。当命运在他经过的路口堵上一块巨石时，
他只能走上另一条更远更难走的路，一路狂奔向更糟。他为了妻子不
再受母亲折磨而休妻。母亲死后，开始了一轮一轮的蹉跎和辗转，一
见钟情的王美兰，沾亲带故的风流婶子，痴情的顺宁甚至为了嫁给他
绝食而死，一身风流债的李后生兜兜转转，最终却回到原点，捡起了拖
油瓶。李后生因为善良懦弱而步步被动，却为了美俊的名声，主动揽
下所有的罪过，或者这是他最后再也不能丢弃的仅有财产了——一个
男人的仗义和担当。

陷于困苦中会让人格外弱小，弱到任何一点温暖都拒绝不了，哪
怕这个温暖是下一个悲剧的开始。在故事第二代主角李大卡两口子
身上，我们看到固守于贫穷的农民，是怎样被固执和吝啬一口口吞没
的。他们没见过世界，他们的世界就是李老汉给安排的不美满婚姻和
一个儿子。缺爱让他们不相信一切来自于血缘之外的感情，所以，他
们觉得李第一的爱情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婚姻的功能不过是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至于爱情，那是再心心念念也到达不了享受不到的海市蜃
楼。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儿子的爱情，最后又不得不付出更
高额彩礼去换一个儿子不爱的老婆。吝啬于金钱，让他们丧失了对这
个世界的正常认知，当李大卡发现他恪守作为农民的勤劳节俭建立起
的安全感犹如空蛋壳垒成的房屋，一场风就让它轻飘飘地化为乌有
时，他疯了。他的疯是对命运的撒泼，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是对来这
世上走一遭的全部放弃。

目光短浅是大多数穷人会情不自禁掉落其中的陷阱，所以穷人的
孩子会迎接更多碾压，在第三代主角李第一身上背负的就是不合格父
母带给孩子的最大风险。当亲情带不来天伦享受，会大大降低他们渡
过难关的能量，李第一仿佛爷爷的翻版，在这个凉薄世界深情地活
着。他们从血缘亲人身上没有得到滋养，却宽容了每一个亲人。他们
保持了情感的纯粹，不索取，却不停地付出，哪怕没有血缘的亲人。他
们懂得爱，再穷的日子也没有抹杀掉他们对爱的渴望和关照，他们都
对毫无血缘的亲情展露了最大善意。他们自己受伤最深，却对别人心
怀悲悯。他们为了所爱的人不由自主做出妥协和让步，保持着贫穷中
最贵重的温情和无私。金钱对于底层人是更大风险。他们所在的角
落里都是一样渴望改变而铤而走险的外人和亲人，没有资源和帮助，
却险象环生。小说中最有人情味的两个年轻人因为那个会让他们一
夜暴富的镯子陷入灭顶，如同一朵干净的花朵凋谢在泥潭里，这就是
悲剧的美和遗憾。

《流年》是一本小说，我却把它读成了一本小说体《穷人的本质》，
当贫穷成为魔咒、灾难和绝症，爱情和亲情仍然成为人生路上最大的
护佑和依赖，哪怕在生命终结时，哪怕没有血缘的人与人之间，爱的力
量仍然会在贫瘠之处破土而出，传承下去。

在小说中，李家三代人，从孩童到成年，从壮年到老朽，于理想没
有出口，于情感都曾壮志凌云，却最终被生活围剿，与命运的怪力乱神
对峙于悬崖的边界。他们各有属于自己的时代，都曾做过时代的逆
子，却不曾丧失生而为人应有的温良，营营役役在岁月的长路上，自成
体量，是构成人世间烟火漫卷的生力军。纵然身在沼泽，纵然前路渺
茫，也要去爱，这是雕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爱，是最为伟大的本能。

作者简介：孙君红，作家，编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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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东到海》演出现场。 歌舞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