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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彰显鲜明价值取向

陇剧《大河东流》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思想

高度。就题材的选择与把握而言，创作者们的

艺术目光是深邃的，他们将戏剧所要表现的内

容定格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兰州水北门码头，

那是一段湮入岁月的往事；而故事中凝练出的

则是如千里黄河奔腾昂扬、绵延不绝的民族精

神。舞台之上强烈的视觉美感、故事情节的层

层递进、人物情感的流淌倾泻、陇剧音乐的入

耳沁心……这些都是全剧引人入胜的成因，但

最终激起人们心潮汹涌、激情澎湃的依然是戏

剧的内核，是全剧辐射岀的能照亮每一个人心

灵的精神光芒，那就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家国

情怀和民族气节，是他们面对危难之时自觉担

负起匹夫之责的勇敢气概。

《大河东流》具有非常厚实的历史积淀与内

涵，使剧目本身拥有可看性。剧中故事的时代

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展现了在抗战大后方的

兰州人民，特别是“筏客子”这一特殊人群的生

存状态、情感纠葛与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那

个时代，“筏客子”专门指以操桨羊皮筏子在黄

河水路之上运送货物的人。

羊皮筏子是黄河上游独特的交通运输工

具，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最早的文

字记载见于《后汉书》，说当时黄河上游的官兵

“缝革囊为船”，就是将多个羊皮袋子扎成排筏，

借其浮力如舟船行驶于河水之上。《清史稿》中

直接记述黄河兰州段所发生的战事“夜以革囊

结筏自蔡湾渡，破贼皋兰龙尾山”。至少在 300

多年的时间里，羊皮筏子是兰州至靖远、包头等

地漫长惊险水路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当

时最大的排筏由 600 只羊皮袋联扎而成，能载

重 20 多吨。

就是这样一群世世代代挥桨搏浪于黄河波

涛的人们，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水上交通运输

工具，却成为陇剧《大河东流》中最直接的艺术

载体，向观众舒展开一幅舞台画卷。这画卷中

有亲切熟悉的人间烟火，有刘王两家筏客子的

世仇怨恨，有青春儿女炽热细腻如丝如缕的心

心相印……当这一切遇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

时，各种转变悄然开始。

最初，连槐花这位精明干练、深孚众望的

刘家大掌柜都认为“抗战打仗是官府的事”，众

多筏客子也认为“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这使槐花之子刘金城劝说刘王两家放弃前嫌

联手扎大筏运送抗战物资的努力在最初并没

有起到作用。然而，战争的硝烟愈来愈浓，当

槐花得知自家排筏被炸、货物损失殆尽时，当

眼睁睁看着日寇飞机在兰州上空肆无忌惮投

下炸弹时，当儿子刘金城倒在血泊之中千呼万

唤不回转时，当所有人不得不面对这惨烈现实

时，撕心裂肺的悲痛、家园被毁的满腔怒火全

都汇聚成巨大的精神洪流，如火山喷发般不可

阻挡地迸射出来了。于是，人们在这一刻同仇

敌忾，发出共同的声音，“擦干血迹收干泪，誓

将木筏化战船，剖肝沥胆肩比肩，同仇敌忾护

山川。”

至此，这个心灵转变的历程因其曲折生动

的推进得以完成，引人注目而感人至深。可以

说，陇剧《大河东流》以它所讲述的故事彰显了

鲜明的价值取向。换言之，这部戏以艺术家的

见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很好地作出了回答：

戏剧应当以什么样的作品帮助今天的青年观众

回望历史。

守正创新焕发陇剧艺术新魅力

《大河东流》出色的舞台呈现，彰显了传统艺

术在现实题材创作中依然拥有的强大生命力。

先从音乐说起。戏与曲是相互依附不可分

割的整体，曲因戏而生发，戏因曲而传唱。我国

三百多个地方剧种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方言

和音乐，包括唱腔与演奏。20 世纪 50 年代末，

一批卓有见识的前辈艺术家，来到甘肃，来到陇

东的董志塬，徒步翻山越岭寻访陇东道情老艺

人，认真记录他们所唱的曲谱，不知在多少个老

旧的窑洞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整理记录

了几乎所有的老唱腔、老戏本，为陇剧的诞生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陇剧音乐与整个

陇剧艺术的魅力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六十多年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陇剧剧目，

都在音乐方面下了大力气。《大河东流》能够立

于舞台之上，音乐创作也功不可没。整体音乐

的运用非常丰富，唱腔和伴奏、间奏的变化自然

流畅，完全随剧情进展和人物情感的宣泄而自

由轻松地变换，“卖道袍”“飞板”“上板摇板”“砸

板”“散板”“弹板”“慢弹”等完全紧扣剧情和唱

腔，其中“上板摇板”借鉴了京剧现代戏的板式

结构，与陇剧音乐衔接得天衣无缝。

《大河东流》的唱腔设计也颇有新意。“嘛

簧”，是陇剧音乐的一大特色，那一唱众和的热

烈气氛能很快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将舞台上

下紧密联系起来。《大河东流》中的“嘛簧”岀现

了多声部、多样性，比如二声部、三声部甚至四

声部的运用，大大拓展了陇剧音乐的表现力度

和声音传达的宽广度。这是陇剧音乐发展到今

天的一个新突破。

该剧中还加入了“花儿”唱段，这是完全不

同于戏曲的音乐样式，但它与陇剧一样同是西

北人民耳熟能详倍感亲切的艺术种类，陇剧将

其融入剧情，作为戏剧的表述手段，尚属首次。

从演出效果看，剧中“花儿”的嵌入是符合戏剧

情节铺垫与人物情感抒发的，并无突兀生硬之

感。艺术本是相通的，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只

要融汇得当是完全可以互通有无、在相互碰撞

中闪现火花的。

陇剧的表演艺术是形成陇剧总体舞台风貌

的重要特征。比如“风摆柳”“地游子步”等都是

其独创的表演程式，已成为陇剧舞台上演员常用

的表演身段。演员在演唱过程中身体或前后或

左右摆动，如同春风中杨柳枝条的婀娜多姿，十

分优美。“地游子步”是在陇东秧歌和旱船的基础

上借鉴皮影戏中提竿晃动影人的动作而来。在

《大河东流》里，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传承与再

现。朱槐花、王宝山、刘金城、刘奶奶、王若兰等

角色的表演者，都能在身段表现上娴熟地运用这

些表演程式，既显示了舞台戏曲的美感，又诠释

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的波动。

剧中槐花决定亲自去王宝山家商谈联合扎

筏运送抗战物资的大事，婆母刘杨氏不明就里追

赶阻拦的一段戏，是对传统戏曲《火焰驹》中“赶

路”一折的提取借鉴，唱腔和做功都精彩迭出，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佟红梅和优秀青年演员

赵丹倾心演绎，扎实的基本功尽显无遗，每一句

唱词、每一个身段技巧都投射出陇剧艺术特有的

光彩。“赶路”是当代许多戏曲剧种的演员参评中

国戏剧“梅花奖”所选的折子戏剧目，陇剧《大河

东流》以智慧的艺术眼光将其化入剧中，准确而

巧妙，这是陇剧的创新，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全

剧的可看性，取得了很好的剧场效应。

创作者在陇剧音乐领域的探索创新，需要

勇气，需要洞察力和宏观把握能力。中国戏曲

艺术就是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蜿蜒前行、沉淀

积累，又经过一代代有识之士不断融入新的时

代意识，才形成今天蔚为壮观的气象而自立于

世界文化之林。陇剧艺术也是如此，当初前辈

艺术家们在寻访搜集的基础上付出了大量艰苦

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创腔”就是其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奠定陇剧音乐至关重要的

过程，比如板路结构形式的变化，比如在道情皮

影基础上建立起的唱腔行当体系。

今天的陇剧音乐家立足传统，从中认真汲

取营养，深入研究思考，形成自己的艺术理念。

“问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的创

新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强劲依托，如同源头活

水不断涌流，不离本体而亮点频出。

青年人才注入发展新活力

陇剧《大河东流》的导演席凯是目前国内较

为年轻的实力派导演，也是陇原大地走岀的青

年艺术家。《大河东流》的整体舞台面貌体现了

他的艺术思想与智慧，也是舞美设计、灯光设计

和全体演员在他的引领下共同努力的结晶。

宽阔的黄河与河边停靠的羊皮筏子是兰州

人再熟悉不过的景象，还有“灰豆子”“甜醅子”

这些兰州美食以及方言的渗入，都触碰着人们

心底的乡愁。特别是全剧行将结尾时，舞台上

太平鼓响起来、舞起来，人们心中的激情也被带

动起来，这是年轻态的表述方式，为陇剧青年人

才的培养和陇剧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大河东流》由薛龙彪和贾延担任编剧。在

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数次采访了解黄河筏客子、

了解兰州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水北门码

头的老兰州人和民间“花儿”歌手，在掌握了大

量史料的基础上开始动笔，数易其稿，终成今日

之样貌。

人们常说戏曲是“角”的艺术。每一个剧本

和剧目能够传唱开来并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在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代表性人物，陇剧当然

概莫能外。从陇剧的开山之作《枫洛池》横空出

世，一代又一代陇剧艺术家便不停歇地进行着

陇剧的传承接力，正是他们的奋斗与奉献，陇剧

的艺术长廊里才一次次增添着自己的精品力作

和一曲又一曲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此次《大

河东流》由青年演员担纲主演，让人们看到了演

员队伍的年轻化。

长期以来，甘肃省陇剧院有着较强的创作

实力。仅以表演来说，目前就拥有雷通霞、窦凤

霞和佟红梅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还

有优秀演员邵炳德等实力派演员。他们都曾在

多部剧目中成功塑造过不同的艺术形象，也都

有着各具风采的表演风格。然而《大河东流》毅

然起用优秀青年演员赵丹担任女主人公槐花，

形成了本剧一大亮点。赵丹嗓音甜美，扮相端

庄秀丽，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沉稳娴静，在槐花这

个人物情感奔涌达到戏剧高潮时能显现出很强

的爆发力，应当说她在剧中的整体表现是出色

的。佟红梅以老旦应工，在舞台上收放自如得

心应手。邵炳德曾在《大禹治水》中担纲男一

号，此次饰演王家筏客栈大掌柜王宝山，他们都

是赵丹的师辈，却甘当绿叶与赵丹搭戏，演出过

程中认真投入一丝不苟，我们在欣赏他们精彩

表现的同时，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为陇剧艺

术的发展前景感到欣慰。

段宏娟、张虎、邓旭东都是甘肃省陇剧院的

优秀青年演员，在《大河东流》中都有着各自的

表现，当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完成着戏剧中艺术

形象的创造时，我们仿佛看到陇剧的传承创新

之路正在延伸。

（本版图片均为陇剧《大河东流》剧照，由

郭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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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陇剧《大河东流》近日在

甘肃黄河剧院公演，这是甘肃戏

剧 界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24 年 度 大

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的

又一次精彩亮相，也是甘肃省陇

剧院继陇剧《大禹治水》后创作演

出的又一部舞台作品。对于观众

而言，这是一次愉悦的陇剧艺术

审美体验，演出过程中多达十几

次的掌声和演员谢幕时观众久久

不息的欢呼就是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