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3月18日讯 3月23日19：15，
青岛永安大戏院将再度迎来“每月一
星”名家名剧展演。本场演出由国家
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喆领衔，上演京剧
传统戏《红鬃烈马》。

《红鬃烈马》是传统经典骨子老
戏，讲述了薛平贵与王宝钏之间曲折
的爱情故事。整出戏从《彩楼配》起，
到《大登殿》止，全本共十三折，每一折
都有完整的内容和丰富的表演，如

《平贵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
折，经常在舞台上单独演出，深受观

众欢迎。本次演出中，国家京剧院一
级演员杜喆将与青岛市京剧院优秀中
青年演员赵澜、包大鹏、毛兰等共同演
出经典的《武家坡》《算粮》《银空山》和

《大登殿》四折。
《红鬃烈马》全剧人物众多，生、旦、

净、丑行当俱全，表演生动，情节引人。
唱腔方面集中了成套的生、旦优美唱腔，

《武家坡》选段中的“一马离了西凉界”，
《大登殿》选段中的“学一对凤凰女伴君
前”等经典唱词脍炙人口。剧中的许多
经典情节，如王宝钏寒窑苦守、与薛平贵

18年后重逢等，早已成为戏迷们津津乐
道的片段。

领衔此次演出的京剧名家杜喆为国
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曾获得第五届中国
京剧节金奖；第九届、第十届中国戏剧节
金奖，2008第六届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
员电视大赛金奖，2023第四届紫金艺术
节·群英会表演金奖；荣获2021年文化和
旅游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2023中国剧协“昆山艺术节”全国戏剧领
军人才称号。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最高奖金10万元

刘知侠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
一，他创作了《铁道游击队》《沂蒙飞
虎》《一次战地采访》等一大批脍炙人
口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铁道
游击队》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
篇小说典藏”，自出版以来，已经累计
发行数百万册，被译成英、日、法、德、
俄等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铁道游
击队》是一部反映在抗日战争时期，鲁
南地区党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在临枣
支线、津浦干线上，打击日伪军的交通
线，与敌人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
事。故事生动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富
有传奇性，根据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

《铁道游击队》上映后，更是家喻户晓，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刘知侠于1986年定居青岛，1991
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的夫人刘真
骅也是一位作家，此次以刘知侠的名
义设立奖项基金，既体现了这对文学
伉俪对青岛文学事业发展的关注，也
是文学创作能够薪火相传的原因所
在，是刘知侠文学遗愿、文学理想的另

一种表达。
据介绍，“刘知侠长篇小说奖”每四

年一届，立足青岛，面向全省广大作家，
奖项等次分为大奖、优秀奖等，其中，

“刘知侠长篇小说奖”大奖奖金10万元，
其他等次也将给予额度不同的奖金。
在“刘知侠长篇小说奖”启动仪式暨座
谈会上，年近90岁的刘真骅女士被授
牌成为青岛市作家协会荣誉会员。

提升城市影响力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专程
赶至青岛参加“刘知侠长篇小说奖”启
动仪式暨座谈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刘知侠虽是河南人，但常年在
青岛工作、生活，不论是他的作品，还
是此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长篇文学奖
项，“将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
发挥积极作用。”

阎晶明认为，通过文学评奖来发
现作家、作品，并扩大影响力，推荐给
广大读者，是一个简洁、重要，且具传
播力的渠道。现如今各个层级的文学
奖项层出不穷，这对于文学生态的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考
量一个文学奖项的影响力，应该在以下
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比如严肃的评审态
度、是否体现文学特色等，只有在读者
心中得到认可，才是一个文学奖项具有
真正影响力的所在。”而要做到这些，还
要寄希望于奖项的主办方能够做好相
应的组织工作，建立严格的评奖条例，
邀请具有说服力的评审队伍，并做好优
秀作品的征集和推广。“当下的文学创
作是非常繁荣的，长篇小说作为其中最
受瞩目的体裁，有着影视化的改编，所
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最为广泛的。
这就要求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奖项的评
选能够体现真正的文学情怀和文学理
想，在我们看来，奖项是手段，而是否公
正的评选、是否通过评选将真正的优质
作品推送给读者，才是最重要的。”阎晶
明表示，文学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影响
力到底有多大？比如《繁花》，是上海作
家写上海，对城市文化的提升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青岛也同样需
要这样一部作品来书写城市文化的深
厚与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刘
知侠长篇小说奖’的设立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

青岛有了首个个人文学奖
“刘知侠长篇小说奖”落户岛城 由刘真骅女士捐赠100万元联合市作协共同创办

青岛作家、刘知侠的夫人刘
真骅在刘知侠去世后，一直致力
于完成“刘知侠未竟的文学事业”，
曾用8年的时间完成《刘知侠日记》
的整理和出版，并促成刘知侠遗作

《战地日记》的出版。谈及“刘知侠
长篇小说奖”的设立，刘真骅表示，
一部好的作品将被历史所铭记，人
民不会忘记，读者也不会忘记，“让
我们用这种形式给刘知侠献上一
个永不凋谢的花环。”

“文学作品的寿命比人长，
希望这一奖项能够真正奖掖那
些留得下来的作品，带给更多读
者以正能量的影响。”刘真骅在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回忆起了刘
知侠在青岛生活的点点滴滴。
她透露，刘知侠在青岛居住过两
个地方，一个是市南区龙江路36
号甲，另一处就是他晚年居住的
金口二路 42 号。刘知侠定居青
岛后，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
力，完成了 40 万字的长篇小说

《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
短篇小说选》以及 20 万字的《战
地日记》的写作。为了写作，他
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
间空房，每天步行四五里，中午
吃两三个包子果腹。

刘知侠关心年轻作者，百忙中
还经常抽空外出辅导。他还很好
客，给夫人刘真骅定了一条不成文
的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
志、老战友、老朋友，一定要留他们
吃饭。每年夏天，他们家里住满了
客人，有一间房子被誉为“国际旅
行社”，是给自费来青旅游的客人
住的。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用稿
费交过3万元党费，而他自己却克
勤克俭、艰苦朴素。如今，在百花
苑里立有刘知侠先生的雕像，以
纪念这位著名的作家。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曾伴随几代人的成长，如今，以
它的作者、著名作家刘知侠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刘知侠长
篇小说奖”正式落户青岛。这一奖项由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
女士捐赠100万元及相关著作版权，联合青岛市作协共同创
办，旨在繁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鼓励山东作家出精品、
出力作的创作热情。这一奖项也是青岛乃至山东省首个以
个人名义设立的文学奖项。

/ 访谈 /

“献上永不凋谢的花环”

年近九十的刘真骅参加了“刘知侠长篇小说奖”启动仪式。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王雷 摄

《红鬃烈马》好戏共赏
3月23日在青岛永安大戏院上演

《《红鬃烈马红鬃烈马》》海报海报。。剧院供图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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