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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戏 剧 的 创 新 表 达
———兼谈二人台剧目《王老太太》

◆ 安其乐

[摘 要] 土右旗乌兰牧骑原创二人台现代戏《王老太太》通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

王老太太的真实事迹,展现战争年代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家与国、生与死的抉择。作为

革命历史题材的再一次创作尝试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此剧保留传统创作视角的同时,
兼顾了新的创作理念,这些都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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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一直是近代中国戏剧创

作的重要组成。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进入一

个创作丰量期。针对不同的创作时期,革命历史题

材创作如何做到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以多维

的呈现满足不同层面观众的艺术审美需求是永恒的

探讨议题。土右旗乌兰牧骑原创二人台现代戏《王
老太太》无疑是内蒙古地方戏曲院团对革命历史题

材戏剧创作的又一次新尝试,在保留传统创作视角

的同时,兼顾了新的创作理念,是革命历史题材戏剧

特别是英模戏创新表达的一次探索和实践。

1943年,《延安日报》以《革命的母亲》为题,报
道了王老太太一家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王老太太的故事从此传遍了整个晋绥根据地。王老

太太本名乔培玲,19岁嫁与美岱召镇河子村的王建

业,31岁其夫因土匪卢占魁部洗劫河子村致死。其

育有3子1女,全家9人中有7人参加了革命,2个

儿媳留在村里当八路军的“耳目”。大儿子王培玉,

1940年来到大青山革命根据地,1941年冬天下山采

购药品和食物时遭遇日伪军牺牲。三儿子王如玉不

幸失踪,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至今无从考证。女儿王

培凤病故在神池县,孙女王友梅病故在大青山上,年
仅19岁。二儿子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940年任

萨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在抗日战争中,王经雨带领

萨县抗日游击队英勇顽强地活动在九峰山一带,在

整个大青山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
王经雨任萨县第一任县长,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上

校军衔,1956年王经雨转业到地方,先后任中共乌

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干部文化学校党委书记等职。

1966年5月,王老太太在家乡病逝。她毁家纾难带

领全家参加抗日斗争的感人事迹,至今还在内蒙古

西部地区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二人台现代戏《王
老太太》讲述了这位王家大院主人乔培玲作为革命

母亲可歌可泣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品性坚毅、
人格崇高、境界高远的英雄母亲形象。该剧以精彩

的舞台呈现获得了第六届二人台艺术节暨沿黄省区

地方戏展演大型剧目一等奖,在英模戏创作上做出

了诸多有益的尝试。

一、双线并举的叙事方式

《王老太太》以女主人公情感生发为主旨,通过

两条戏剧脉络来展现主人公情感认知的成长与升

华。第一条脉络是通过时间和空间对“王家大院”①

进行了新的戏剧解构。第二条脉络是主人公的情感

依托从戏文里的“杨家将”向现实中共产党的转变。
本剧戏剧空间主要集中于王家大院和大青山革

命根据地。剧中第一个时间空间维度的“王家大院”
代表着女主人公寡居辛劳的前半生。此时女主人公

的情感主线是重建家园和对土匪恶势力的憎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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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剧从“王家大院”第二次重建上梁那天开始讲述。

31岁的乔培玲在丈夫去世后挑起家庭的重担,经过

数年的辛勤耕耘和经营,王家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并建起了颇具规模的院落。在新王家大院上梁庆祝

的鞭炮声和“杨家将”的唱腔声中传来了日本人要进

城的消息,喜庆的气氛瞬间被恐慌情绪冲淡。此时,
女主人公大段的自述性唱词交代了其身世,以及这

个先有匪患后有侵略者的乱世。其大段关于振兴王

家的艰辛自述,以及对乱世的不甘与愤怒,均为后期

她帮助共产党投身抗日提供了内心情感动机的铺

垫。此时期,王老太太没有可依靠之人,恰如因朝廷

昏庸而无靠的“杨家将”,故其势要学习穆桂英,扛起

保护家园的重担。
剧中第二个时间空间维度的“王家大院”,象征着

如王老太太一般的普通大众身处内忧外患大时代做

出的抉择。此时女主人公“唯有反抗才有出路”的意

识已经萌芽,最终自发地参与到反抗压迫的斗争中

来。第三幕中,王老太太与土匪、日本军官对峙的一

场戏是她内心情感发生转变并逐步理解抗日工作的

加速器。王老太太发现二儿子王经雨与杜如薪、王弼

臣、刘启焕、于源等人在王家大院开展地下工作。此

时突遇日军盘查,她并不知晓儿子所作所为的意义,
只是出于本能帮其掩护。待开门一看,昔日在土默特

旗萨拉齐镇为非作歹的土匪成了日本人的帮凶,此刻

到她家来名为盘查,实则行敲诈搜刮之事。本着朴素

的阶级情感,此时王老太太心中已经明了儿子是在反

抗土匪和日本侵略者。王老太太从最初的惊惧、担忧

逐渐转变为主动掩护、提供场地。这一阶段,女主人

公无疑是希望儿子口中的共产党能够像戏文里的“杨
家将”一样保护家园、保护弱小民众。这一部分剧情

的展开,无论是戏剧冲突还是人物情感转变都十分丰

富,同时也产生了本剧一段颇为精彩的群戏。
剧中第三个时间空间维度的“王家大院”甚至已

不是具象的院落,它已经幻化为遍布王老太太足迹

的大青山根据地。此时女主人公身负国仇家恨,带
着后辈未完成的使命,将复兴王家大院的情感转变

成复兴国家的情怀和信念。第四幕中,王老太太来

到了她人生中最为灰暗的岁月,她走到了家破人亡

的境遇。二儿子王经雨在一次惩处汉奸特务的行动

中暴露,随后离开自卫团上了大青山。日伪军搜捕

王经雨无果,一怒之下烧毁了王家大院。王老太太

辛劳奋斗的成果再一次毁于日伪军之手。但是,王

老太太没有屈服,她认清了导致她悲惨命运和家园

被毁的关键是腐朽的政府和残暴的外敌。她变卖了

大部分家产,资助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全家到呼市投

亲靠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后来按照司令员姚喆

的指示,游击队将王老太太全家接进了大青山。56
岁的王老太太带领大儿子和孙子、孙女全家人上了

大青山,和游击队一起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

生活。但是,厄运并没有放过她。第二年,大儿子王

培玉牺牲,三儿子王如玉不幸失踪,女儿王培凤病故

在神池县,孙女王友梅病故在大青山上。命运像一

只无情的大手,狠狠攥住了这个年迈的妇人,一次次

摧残着她的心灵和精神,一次次希望她倒下和屈服。
王老太太没有屈服,甚至没有片刻的挣扎,她说:“死
也不当亡国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就会苦尽甜

来,就会过上好日子。”“国恨、家仇,早已让大娘铁了

心,儿子们干不完的事儿,孙子们接着干。”此时,女
主人公认为共产党完全超越了“杨家将”,她将收复

河山、脱困奋起的希望从戏文中的人物彻底转换为

实实在在为国为民的共产党。至此,主人公在空间、
时间、情感、信仰方面完成了“王家大院”与“杨家将”
的双重解构与升华。

二、唱段布局的新尝试

戏曲讲究的是唱、念、做、打,更是有“听戏”一
说,因现代戏特殊的性质,对于“唱”的需要空前提

升,所以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内心世界展示是否充

分,和观众情感搭建是否通畅,都与人物音乐形象的

树立有莫大的关系。在唱腔设计、唱段安排、行当搭

配、场景音乐运用等方面均是对创作团队的考验。
《王老太太》全剧大部分的唱腔设计围绕女主角展

开,唱腔的设计曲调优美、婉转、凄凉,旋律富于美

感。其在场景音乐运用方面亦有十分巧妙的设计。
如剧中开场、幕间山曲的运用,在完成空间转换功能

的同时,用音乐语言完成了本剧地域、时间信息的展

示,以及开场、转场情感基调的传达。此段音乐的处

理十分贴合剧的背景和风格,使用精妙,旋律优美,
地方特色浓郁,有效完成幕间情绪的接连。

整部戏女主角唱段的主题源于传统曲牌,既保

留了传统的经典主题元素,又融入强烈的时代感,通
过女主人公个性化的老旦声腔表演,将剧中人物的

魅力与特点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女主人公的重点唱

段主要集中在第一幕开始和第六幕,其余第二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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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遇害情节时的独唱、对唱和合唱唱段,第三幕女主

人公支持抗日时的唱段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唱段。
为剧中主要人物安排和设计部分重要唱段是剧情要

求,也是观众的审美需求,《王老太太》唱段的安排主

次有别、形式多样。但是,仍可以视剧情、人物发展

为次要人物安排相应的唱段,使其有充分发挥的余

地。比如,第三幕土匪和日军进王家大院搜查的剧

情,剧中创作了一段丑戏唱段,从演出效果来看,戏
剧效果很不错。其实此段可以适当进行唱段扩写,
丰富王老太太与土匪走狗智斗的戏份,围绕着旦、丑
设计情节和唱腔,既展现了王老太太掩护地下工作

的事迹,又增强了唱段的丰富性和整体舞台效果。
戏曲表演中的“唱”虽然是目前现代戏的重要表

现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观众“听戏”也要看故事,
要想人物栩栩如生,不空浮、不苍白,戏剧情节的有

机推动,多角度的语汇表达都是不可缺的。“行动赋

予语言以生命,语言也会给行动增添光彩。感人肺

腑的唱段,必须与扣人心弦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唱段,也才能

放射出夺目的光彩。”[1]

三、主旋律戏剧的别样表达

正如孙红侠对梆子现代戏《母亲》一剧的评价,
“这一类作品的创作实践其实就是避开宏大叙事和

场面铺排而走向精细化、抒情化、人性化和诗意化的

一种策略,是放弃历史场面的简单还原,走向生动和

艺术感染力的一种路径。”[2]《王老太太》亦是从小切

口入手,试图突破惯有英模戏的人物抒发模式。在

第四幕,主人公进入第三时间空间维度时,并没有一

味地将王老太太标签化、模式化,在对王老太太国家

信念的描摹中,仍穿插她对“小家”的怀念和悲伤。在

人物塑造过程中多次回归到王老太太作为一个母亲

的身份中,大量王老太太个人的情感自述集中于这一

阶段。这一部分有一段剧情共鸣感很强,王老太太让

伙计帮游击队找粮食,伙计无功而返,途中悄悄回了

一趟王家大院。王老太太犹豫了许久还是问出了口:
“还剩下什么吗?”这句话在那样一个年代是多么的无

奈和心酸。伙计在王家大院地窖中翻出了残留的几

个土豆烤熟了,拿给王老太太,老太太拿在手里却咽

不下去。这种新的创作视角非常值得提倡。

主创团队虽然努力将这种多角度人物身份情感

切换的创作方式贯穿始终,但是在结构布局上仍出

现了冗长的老问题。第五幕是整部剧中王老太太人

生遭遇最为悲惨的章节,子女后辈接二连三过世,剧
中主人公却未能在此段剧情情感动机的推动下进行

内心情感的抒发,此幕戛然而止。考虑到主创团队

可能希望将女主角大段的独白放在最后一幕,用以

整体展现王老太太人性中脆弱孤独的一面,但由于

没有做好上一幕剧情推进衔接,使得第五幕积累起

来的情感叙事动能被浪费掉了。在经过幕间换场之

后,观众在上一幕累积的情感联通出现了消减,使得

第六幕重场唱段的效果打了折扣。最后一幕总体给

人一种进行拖沓同时又结束仓促之感。

结语

革命历史题材戏剧创作在保持严肃创作理念之

下,如何做到不说教、不固化,是对戏剧创作团体文

化底蕴和技术能力的考验。作为主旋律戏曲创作,
更需要基于其独特的戏曲创作语汇,在完成赏析性

和教育性戏剧创作命题的同时,达成审美性艺术性

的追求。《王老太太》作为土右旗乌兰牧骑精心打造

的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剧目,克服了诸多困难,在立

意、编剧、导演、音乐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为
大家呈现了一部精彩的戏曲剧目,成功塑造了一个

如松柏般的革命母亲形象,也为今后革命历史题材

戏剧剧目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希望观剧之后

可以让更多人走进王老太太故居,看看院中的老杏

树和老榕树,在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小院落感受

那个峥嵘岁月,以及那代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真实事迹中王家大院先后兴建三次。第一次建于清末,

1916年被土匪卢占魁匪部烧毁;第二次建于20世纪20年

代,1940年被日军烧毁;现在的王家大院由土右旗政府投

资300万元于2007年在原址上恢复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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