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历史京剧

致敬贵州先贤

此行带来的《阳明悟道》（选

场） 讲述的是我国明代著名哲学

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

明先生在贵州龙场“悟道” ，始论

“知行合一” 的故事，由贵州京剧

院副院长、“梅花奖” 获得者冯冠

博领衔主演。 “他年贵竹传异事，

应说阳明旧草堂” 拉开了新时代

“知行合一” 大戏的序幕，诗化的

抒情方式，写意的美学手法，冯冠

博一身白衣在舞台上再现了圣人

风骨。 整场戏以文戏为主，兼有武

戏，不仅突出贵州京剧院的武打强

项，还生动地展示了传统戏曲的时

代审美和推陈出新的艺术追求。剧

中的王阳明在龙场立志、 勤学，他

穿越五百年时空，与清华大学“自

强不息 厚德载物” 的校训精神

“交相辉映” ， 给现场千余名观众

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植根传统戏曲规范，与时俱进

创作剧目，是贵州京剧院的一贯风

格，此行的另一部精彩大作是早在

2014 年第七届中国京剧节亮相的

《黔人李端棻》， 根据贵州清代教

育家李端棻的人生经历改编的现

代京剧作品， 讲述了清朝末年，出

生于贵阳的清朝著名政治家、改

革家李端棻在京为官期间为国

选拔人才、 改革兴国的感人事

迹，以新颖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李

端棻忧国忧民、 为推动改革矢

志不移的形象。剧中再现了李端

棻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向光绪

帝上书设立京师大学堂； 举荐康

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戊戌政变

后，被充军新疆，最终回到故里的

人生经历。 高唱着“身前名，身后

名，功过留与后人评。 骨葬家山能

沃土，鳖矶经涛不屈身” 的“李端

棻” 远大的抱负、高尚的情怀，深

深感动了在场观众，作为京师大学

堂（北京大学前身）的首倡者，该

剧在北京大学演出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意义。

冯冠博说：“很荣幸把 《黔人

李端棻》 带到北大这个特殊的舞

台上，意义非常重大。 为清华学子

带来的《阳明悟道》（选场）也是

给众多在清华从事阳明文化研究

的老师专家们一次汇报演出，希望

能得到更多学界的关注和交流。我

们想把更多的文艺作品向外输出，

更有力地宣传贵州，让贵州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有自己的文化力量。 ”

舞台精彩演绎

收获观众赞誉

两部精彩的新编历史剧得到

两所高校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点赞。

在清华大学， 还未到入场时间，门

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千余名观

众共同走进王阳明的世界参悟

“知行合一” 。 清华大学中文系博

士研究生赵鹏是位年轻的昆曲表

演艺术家， 他评价 《阳明悟道》

（选场） 说：“展现悟道这一思想

形成过程是较困难的事，可以看出

导演花了很多功夫， 在形式设计、

群舞设计、道具设计等方面很有戏

剧的趣味性，这个戏的服装也非常

精致漂亮，主演的武打场面和唱段

高腔也展示了演员的综合素质，很

棒。 ”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法学专业

的学生唐菡是第一次看京剧，“我

来之前特别担心看不懂，怕欣赏不

来，但是看完后完全是眼前一亮的

感觉，很喜欢舞台设计，苗族歌舞

特别有活力，看得兴奋起来，灯光

和舞台的布置特别美，这部剧非常

吸睛。 ”

在北京工作的戏迷魏琳琳看

戏多年，在看完《阳明悟道》（选

场） 后非常激动：“我知道这部

戏打磨了五六年， 倾注了贵州

京剧院很多人的心血， 所以特

意来看看是怎么呈现的， 现场

效果很棒， 交响乐还有贵州的

民族舞蹈、 苗语等等都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受。 ”

在北京大学演出时，每每演

至精彩感人的片段， 便听见观众

席上啜泣声一片。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生魏倩说道：“很多场景都很

感人， 主演非常能带动观众的情

绪，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的学

生王丽是第一次现场观看京剧，

“伴奏和唱腔让人感觉很震撼。 ”

此前，在校史馆，她曾了解过这段

历史，但看完演出，她说：“演出更

形象生动，更能体会到当时中国人

的那种热血，甚至是剧中那些小兵

小卒，誓死守卫国家，宁死不屈的

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

毕业生梁丽芬和朋友一起来看剧，

“演员们的表演太专业了！ 越看到

后面越沉浸到故事情节里，我眼泪

都流出来了。 剧中，谭嗣同完全可

以逃走，但是他没有逃，这种舍生

取义的精神让人感动。我觉得年轻

人应该多看历史剧，多受爱国情怀

的熏陶，很有意义。 ”

两场精彩的演出，贵州京剧院

的演员们在舞台上收获了一众好

评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清华大学

的演出谢幕时，冯冠博还为热情的

戏迷们额外带来了一段 《击鼓骂

曹》，迎来一小波高潮。

成功的背后

是执着与热爱

《阳明悟道》作为贵州京剧院

近两年的重点文艺作品，一直在进

行文化交流演出，无论从演员状态

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都十分

成熟。 而《黔人李端棻》则是相隔

数年没有上演的剧目，为了此次演

出，贵州京剧院做了大量的复排工

作，无论从整体的舞台呈现、唱腔、

台词、表演、走位、武打等都做足了

准备。

“一位是明朝的伟大哲学家，

一位是清末名臣， 两个人完全不

同，所以我要从人物感方面去做大

量的区分。 ” 作为主演，冯冠博还

需要重新背台词，“此次演出是给

全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们看，每个词

每个字都需要特别严谨，不能有疏

漏。 ”

除了主演外，舞台上的武打戏

也是亮点，武生演员们这段时间都

在练习。演员队长马洪光介绍起练

习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练习跌扑

滚翻基本功， 还要训练俯卧撑、仰

卧起坐等，把身体机能练起来。 ”

说起《黔人李端棻》中的武打，马

洪光介绍道：“拳打在身上， 就要

有一拳到肉的感觉，但又需要控制

力量，避免同事受伤，不加强练习

就不能形成默契， 所以每天都要

练，有数量才有质量。 ”

《黔人李端棻》的导演是贵州

京剧院退休演员陈少云，在正式演

出前，陈少云争分夺秒为演员们走

台进行指导，“举手， 行礼， 一二

三，起，拍手，好，大家再试一试。 ”

在舞台上，所有演员听着这位老人

一丝不苟的指挥，一直到演出前一

天晚上十一二点，陈少云还在为演

员讲戏，甚至演出当天，为再次保

障演出效果， 部分演员还在陈少

云的指导下再次排练走位。 “京

剧，唱念做打要有，灯光舞美也要，

还要有现代人的情绪、 现代的审

美，才能全方位表现人物，所以大

家一遍又一遍地排练，就是想尽量

做好点。 李端棻是贵州人，我们也

是贵州人，宣扬贵州文人，大家都

很有激情，如今，站在北大的舞台

上演出，真的太有意义了。 ” 陈少

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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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9月 19日，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品的贵阳贵

安政校合作———贵州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选场）《黔人李端棻》分别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演出。此次演出，贵州京剧院致力于用优秀京剧剧目助力宣传贵阳、

贵州，不断提升贵州人文影响力。

剧目《阳明悟道》（选场）、《黔人李端棻》悉数登场

贵州京剧走进清华北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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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悟道》（选场）剧照

《阳明悟道》（选场）剧照 《黔人李端棻》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