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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露天戏台的秦腔演出易俗社露天戏台的秦腔演出。。

拓展秦腔艺术传播途径
西安易俗社——

跟 着 热 播 剧 看 原 著
《《南来北往南来北往》》和和《《大唐狄公案大唐狄公案》》迎来大结局迎来大结局

春节期间，除了旅游和看电影，一些电视
剧也让人牵肠挂肚。《南来北往》和《大唐狄公
案》同日开播，近日相继迎来大结局。这两部
完全没有关联的剧，都因为原著及作者产生
了较高的讨论度。一个是现实主义铁路题
材，一个是浪漫主义古装悬疑，在作家笔下都
产生了新的亮色。

《南来北往》
四十年铁路变迁 一车厢的故事

《南来北往》反映了中国铁路公安、刑警和
铁路职工经历的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到动
车，再到高铁时代的四十年过程，以及不同时
代从各个车站上车下车的旅客的命运变迁。
剧中友情、爱情、师徒情，错综的人物关系不断
推动剧情走向高潮。

编剧、作家高满堂年近70岁，创作了50多
部脍炙人口的作品，《闯关东》《家有九凤》《北
风那个吹》《温州一家人》等描写了众多平凡小
人物。《南来北往》虽然是高满堂第一次写铁路
公安题材，但这部作品得到观众共鸣，同样是
让观众充满了代入感。铁路题材之前一直没
人写、没人拍，有可能是火车戏在封闭环境需
要高度的戏剧化，高度的叙述技巧。高满堂
认为创作必须要知难而进，这样才能出新。
同时能够驾驭这个题材，也得益于高满堂小
时候家住在铁路边，常常思考到这些南来北
往的旅客，四十年，一车厢的故事。

这部作品也是高满堂首次让年轻人担任
主角，白敬亭的出演也拉了一波流量。高满堂

认为，把视角投向年轻人，第一是剧本需要，第
二是要有市场意识，“如果你只是一个老年状
态的作家，又写一个老年状态的生活，恐怕市
场会不认可你。所以这些年我也在调整，我现
在还写悬疑剧呢，12集，短剧。”

《大唐狄公案》
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侦探”狄仁杰会武功

观众对“狄仁杰”的形象并不陌生，这个中
国古代“神探”IP近年来被不断挖掘。当周一
围、张若昀、陈都灵、王丽坤、张嘉益全明星阵
容出演的《大唐狄公案》开始路演宣传，便吊
足了观众的胃口。电视剧播出后，有网友认
为这部古装悬疑剧制作精良、节奏在线，但也
有网友不适应：为什么这一版狄仁杰会武
功？身边的随从有男有女？其实与前作最大
的不同，还是这一版电视剧源自西方作者笔
下的“中国侦探”。

《大唐狄公案》改编自荷兰作家高罗佩的
同名小说。写这本小说的灵感源于他随手翻
看的一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即
旧本《狄公案》。他发现里面的断案故事远比
他买的英文侦探故事精彩，便着手将旧本《狄
公案》翻译成英文，后又以此为蓝本创作出
《大唐狄公案》系列英文小说。高罗佩曾在笔
记中写到：“在狄公身上，我将中国人对秉持
工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学者型官吏的传
统理想，与我自己对西方理想的国家公务员
的想法结合起来。”

剧版《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一开始
在赶考科举，后被皇后提拔为蓬莱县令，此
时的他还未位居宰相，和助手一起勘探现
场、翻阅资料、蹲守线索，所以剧中的形象不
是老年狄仁杰的稳重多谋，而是极具实干精
神的“工作狂”。

观众对剧版《大唐狄公案》的争议之一，在
于狄仁杰竟然会武功。其实，高佩罗笔下的狄
仁杰就是会武功的，这只是一部小说，大可不
必当成史实来阅读。就像观众熟悉的梁冠华
版狄公身边有个“元芳”，但在历史上，李元芳
是明代嘉靖年间大臣，与狄仁杰的年代相差了
800多年，二人毫无交集。 □路洁

近些年，西安易俗社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面对新

时代变化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他们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

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

播秦腔。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

演员……秦腔的活力，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大唐狄公案》剧照

电影《第二十条》开启一个自己都没有见过的马丽

难就难在一脸严肃演出喜感

今年春节对于马丽来说是一个忙碌而充
实的假期，她不但在央视春晚上跟老搭档沈腾
合演了小品，更在两部春节档影片《第二十条》
和《热辣滚烫》出演角色。尤其是前者，她饰演
的妻子李茂娟既有东北女性的豪爽泼辣，又有
作为一位母亲的正义和强悍。马丽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这次张艺谋导演的确开启了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马丽，是观众没有见过，也是我
自己没有见过的。”

接到邀请心情难以言表
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不想跟张艺谋合作，马

丽也一样。在接到剧组的邀请时，马丽激动的
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好事怎么就落到
我头上了？”她笑道。第一次见面后，她发现张
艺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一下子放松下来。

第一次看到《第二十条》片名，马丽还在
想这到底是啥意思？当得知这是一个讲述刑
法条例的故事时，她的内心有过质疑和担心：
这样一个类似普法的故事，观众会爱看吗？
这样的故事让观众看完后觉得有趣而真实，
实在太重要了！但当影片开拍后，她的疑虑
很快就消失了。

在马丽看来，《第二十条》在表演上最大的
难度来自要在一个现实主义故事上演出喜
剧的效果来。剧本的底色无疑是严肃甚至是
残酷的，作为演员，只能在遵循故事脉络的前
提下，自由发挥，这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

马丽知道，观众特别想看到一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来
演，自己完全可以演得很生活化，但这样一
来，就跟张艺谋要求的喜剧效果相差甚远，

“因为喜感的东西需要有一些表演痕迹，比如
人物性格的设定、说话的方式、语言的节奏和
肢体的表达等等，必须有很多设计，才能呈现
出喜剧的效果。”

好在她饰演的李茂娟的性格跟马丽比
较像，“生活中我就是一个见不得谁受欺负
的人，看到不公平的事，我就必须出手了。”
马丽笑道。

即兴表演的吵架戏“几乎一条就过”
马丽觉得，《第二十条》中的每一场戏都挺

难，尤其在分寸感的拿捏和把握上。片中李茂
娟、韩明和教导主任在饭桌上吵架的重头戏，
至今让马丽回想起来还有点激动，“这场戏真
是要了命了”。本来三个人已经商量了很久，
心里有了点把握，但张艺谋突然将教导主任这
个角色进行了调整，一下子打乱了节奏。“我们
当时都是懵的，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演。”好在
张艺谋开机前一晚及时帮助大家梳理了人物
关系，找出表演的重点，这场戏最终采用了“即
兴表演”的方式，让演员自由发挥。没想到第
二天拍摄时“几乎一条就过了”，这让张艺谋也
感到很惊喜。

马丽以前很排斥那种即兴表演的节目，
“我从来都不去，因为我认为自己不行。”但演
完这场戏后，她觉得自己其实有这个能力，“所
以说还是张艺谋导演厉害，他看到了我们身上
的很多可能性。”

幸亏由雷佳音来演韩明
《第二十条》是马丽和雷佳音的首次合

作。在2022年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
礼上，马丽和雷佳音分别凭借《超越》和《人世

间》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男主角。有人问
雷佳音，接下来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谁？雷佳
音回答是马丽。没想到，两个人很快就有了合
作的机会。

“一个戏好不好看，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所
有演员互相配合默契，才能出来的效果。”马丽
认为，自己跟雷佳音都属于那种“不争不抢”的
演员，都是东北人，都特别宅，在语感上也很
像，“韩明这个角色幸亏是雷佳音来演，换另
外一个人，我可能不会演成现在这个样子。”
马丽笑道。韩明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身
上有普通人的缺点，比如随遇而安、喜欢和稀
泥等，但雷佳音用松弛的表演演出了人物身
上的幽默感，让人物变得亲切而真实。尤其
是影片结尾时，韩明一大段慷慨激昂的陈词，
在情真意切中阐明了该片的主题。马丽透
露，为了这场戏，雷佳音在拍摄的两个月里一
直都“心事重重，不太好过”，每次见到他，他
都在为这场戏发愁。“我特别能够体谅他，不
是词多词少的问题，而是你要让这个人物能让
观众感同身受，这非常难。”

人到中年学会放松演戏
从 2005 年加入“开心麻花”舞台喜剧团

队，到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喜剧演员，再到
2015年凭借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马冬梅”
一炮而红，成为喜剧电影最抢手的女演员，算
上《第二十条》，马丽主演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
了191亿元，登顶中国女演员票房第一。

42岁的马丽说，自己刚出道时曾有过“作
为女演员不想只被喜剧框住”的想法，但是人
到中年，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自己逐渐有了
一颗平常心，开始用放下和放松的心态来看
待生活和演戏，“现在我希望能够沉浸在角色
里，踏踏实实地让观众笑出来，而不是刻意恶
搞。”她说，演《第二十条》最大的收获是让自
己学会了生活，“这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很多
家庭生活的常态，很风趣，很幽默，这种活着
的感觉太重要了，这也是张艺谋导演给予我
们的一个最大礼物”。 □王金跃

电影《第二十条》海报

古城午后，春日正暖。西安钟楼旁，车水马
龙。与闹市仅一街之隔，便是易俗社文化街区。
漫步其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喝喊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露天戏台不大，秦腔演出气氛热烈，西安易俗社
2024春节演出季，奏响了新年的欢乐序曲。台
下，数百名戏迷和着曲调，戏词倒背如流。这样
的惠民演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看着台上的
演出，易俗社成员、国家一级演员李东峰颇为感
慨：“晒着太阳听秦腔，是陕西人的幸福。”

远远望去，戏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西安
易俗社穿越百年岁月，潜移默化地融入黄土地上
的百味人生。

“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文化；
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47岁的李东峰清楚记得 5岁那年坐在父亲
肩上看秦腔的情景。

那天，关中小城泾阳县，集市上搭起了大戏
台。乡亲们纷纷赶来看戏，“接下来，是易俗社
演的《火焰驹》！”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大伙
儿纷纷踮起脚尖，翘首以待。不久，熟悉的曲调
响起，集市上的人们沸腾起来……

“从记事起，我就喜欢秦腔。”哪里唱大戏，
儿时的李东峰和小伙伴们便赶到哪里。当年还
是小学生的他们常穿过层层人群，钻到后台，透
过门帘的缝隙看演员们化装。“秦腔真让人着
迷！”李东峰说。

1993年，16岁的李东峰进入艺校，学习秦腔
表演。7年后，他进入西安易俗社。

“‘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推陈出
新’是西安易俗社创社时的宗旨，每个成员都要
铭记。”前辈们的教诲，他至今难忘。彼时，一众
秦腔名家成了李东峰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王芷
华、陈妙华、张宁中、张锦华、王保易、任慧中、张
保卫……群英荟萃，各有所长。在李东峰看来，
易俗社的前辈艺术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对秦腔
表演的赤诚热爱与认真对待。

有一次，李东峰在秦腔《小宴》中饰演吕布，
在初见貂蝉的情节里，他怎么演都不甚满意。
老师张保卫在一旁观察良久，而后悉心指点。

“貂蝉入门、见礼、转身，吕布的表演也有不同层
次。”张保卫解释道：初闻女声，眼神闪光；再看
其影，神色惊艳；后观其人，目光追随。“短短 1
分钟，吕布的眼神需呈现出 3层递进……”寥寥
数语，让年轻的李东峰醍醐灌顶。

那时，易俗社的排练场里，众多青年演员披
星戴月，刻苦排戏。前辈秦腔艺术家们常在台下
观看，然后耐心指点，为年轻演员分析戏情戏理，
兴之所至，常常亲身示范。

李东峰学艺如饥似渴，至今仍难忘前辈艺
术家们“口传心授”的表演经验。排练《三滴
血》，王芷华老师提醒他，要演出人物惊魂未定
的神色；排练《周仁回府》，王保易老师点拨他，
要演出人物寄人篱下的窘迫；排练《双锦衣》，任
慧中老师要求他，要演出人物从温润有礼到豪
侠之气的转变……

20多年来，李东峰常常体悟前辈艺术家们
“多读书、做好人、演好戏”的谆谆教导，他慢慢品
咂出其中的道理：“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
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百年易俗社，就在这火热岁月中坚韧地
传承。

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
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西北人爱秦腔，易俗社所到之处，都是人
头攒动。最让演员们难忘的，是一次去甘肃
的演出。

那是春寒料峭的2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的广场上，戏台还没搭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早
已闻讯赶来。不远处，小吃摊点人盈客满。广场
上，商贩吆喝声、孩童嬉闹声，夹杂着戏迷的欢喜
与期待，化作欢乐的海洋。

一阵锣鼓，大幕拉开。热闹的大广场，霎时
安静下来。演员们登台一望，上万人捧场，秦腔

吼得尤为带劲，乡亲们过足戏瘾。
《游龟山》《火焰驹》《周仁回府》《龙凤呈

祥》……经典剧目连演一周，每天两场，场场爆
满。演员们登台谢幕时，观众们常常舍不得离
开，齐声高喊“再来一段”。演出团队欣然应允，
邀请台下众人合唱耳熟能详的秦腔《三滴血》，于
是，台上台下齐吼秦腔：“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
村中有家园……”

“秦腔的活力，在这黄土地上生生不息。”当
时加入这场大合唱的李东峰如今已担任西安易
俗社演出副总监。他记得人群中走过来一位耄
耋老汉，拉住他的袖口。老人伸进棉大衣的口
袋，用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掏出两个冻梨，说道：

“娃呀，赶紧吃，这个润嗓子！”望着老人蹒跚远去
的背影，李东峰满是感动：“朴实的观众对秦腔真
切的爱，就是我们到基层演出的最大动力！”

蓝天当幕布，大地做舞台。近些年，易俗社
的足迹遍布 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西北地区
是“重头戏”。与此同时，易俗社还走出国门，在
世界舞台唱响秦腔……

易俗社成为不少戏迷的一份牵挂。79岁的
陈新友家住西安，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坐一个小时
公交车，赶到钟楼旁的易俗社文化街区听秦腔、
看大戏。“天气暖和的时候，露天戏台围着上千名
观众。”陈新友每次都赶得早，带着小马扎，坐在
前排看得更清楚。从 2023年春季开始，易俗社
在这里“常驻”，惠民表演风雨无阻。

“戏台彩灯高空挂，秦腔舞台送文化……”看
到高兴处，陈新友拿起笔，现场写起打油诗。一
折戏唱完，诗也写好了。“送给刚才登台的演员，
表达我们戏迷的感谢。”陈新友说。

露天戏台上，来自民间的秦腔爱好者也登台
一展风采。两年多来，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
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带来300
余场演出。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
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守艺人”不守旧，从戏曲传统中，寻
找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
庭院，座无虚席。循声望去，一群身着橘粉色长
裙的女子翩然而至，水袖舞得轻盈。观众举起手
机，拍照留念……沉浸式秦腔夜游主题演出“易
俗社·梨园夜”，正精彩上演。

2023年8月，西安易俗社推出了“易俗社·梨
园夜”。这个秦腔夜游文旅体验项目，力求探索

“戏曲+旅游”新模式，开辟“戏曲+”新路径。
易俗社95后演员张倩在剧中饰演“海棠花”

一角。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前庭处，恰好有株海
棠树。“只留芬芳在人间，不求硕果于自身”，多年
来，海棠花的品格激励着易俗社的成员们，要把
艺术的美好留给观众。

剧中饰演李白的易俗社 00后演员刘治，以
扎实的基本功将人物的恣肆挥洒表现得淋漓尽
致。“我刚到易俗社不久，参与的第一场对外演
出，就是‘易俗社·梨园夜’。”刘治演得认真投入，
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除了李白，铁扇公主、包拯、岳飞等舞台形象
也深受观众喜爱。有次演出前，一名五六岁的小
男孩瞥见了孙悟空的扮演者，兴奋地跟着演员到
了后台化妆间。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化妆师还给他
的脸上描了戏妆。”刘治记得，后来演到《孙悟空
大战铁扇公主》段落时，小男孩坐在台下，高兴得
手舞足蹈。“也许在这一刻，一颗戏曲的种子就发
芽了。”刘治说。

每次演出完都有不少观众走上台来，与演员
互动交流。外国游客也常换上戏服，接受易俗社
演员的“现场辅导”，和同伴们拍照留念。

“这就像一场秦腔嘉年华，让观众沉浸在古
城的艺术之夜。”“易俗社·梨园夜”策划团队成员
蒲国伟说，新时代观众需要新的审美风尚、新的
观演关系，“我们一直在尝试探索，通过多场景、
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
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

如今，易俗社 80多人的表演团队中，90后、
00后演员占比已超 1/3。在“易俗社·梨园夜”的
主题演出中，这些“青春力量”扛起了大旗。

夜游演出并非个案。近年来，易俗社携手高
校等社会力量，设计了折扇、宫灯、绘本、研学服
饰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秦腔文创 IP；通过经典剧
目 3D电影等创新尝试，古老戏曲艺术开始拥抱
音乐、动漫、数字科技……

“自 1912年成立至今，易俗社弦歌不辍。我
们跟随前辈艺术家的脚步，始终与时代同频共
振。”在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莉看来，戏曲艺术在
历史发展中，一直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课题。“一
方面，我们守住根本、复排经典，‘原汁原味传
承’；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戏曲传统中，寻找更多
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守艺人”不守旧，易俗社正不断拓展着秦腔
艺术传播的途径。“我们竭尽全力，争取满足更多
观众的美育、审美需求。”惠敏莉说。 □高炳

2022年春节秦腔嘉年华在易俗社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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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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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刘强 摄（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