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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将携新作再来绿城

《王二的长征》：
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

从《蝶》到《三毛流浪记》，再到
《钢的琴》，三宝和关山联袂制
作的音乐剧，感动了无数的河
南观众。2014年是红军长征
80周年，三宝说，《王二的长
征》讲述的是时代风云激荡中
小人物的成长故事，也是中国
首部表现长征题材的音乐剧。
12月4日、5日，河南艺术中心
大剧院，三宝将为大家讲述“王
二”长征的故事。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为了一封信王二开始长征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讲述
了1934年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
长工王二在老家得罪了财主老
爷，逃跑途中，鬼使神差地闯进
了苏区，遇到了一名因伤留守的
红军同志，同志给了王二一口救
命的干粮，感激涕零的王二要报
恩，红军同志便拜托王二帮自己
捎一封家信，于是，王二带着一
份承诺，开始了征程。

在长征途中，王二认识了不
甘做姨太太的“文工团”、敢对县
老爷说“不”的“红米饭”、一定要
有一把自己的枪的“汉阳造”，还
有“老革命”、“自由颂”、“反动
派”……原本大字不识的他，把
每一个人都当作先生，学会了读
那封家信上的每一个字，知晓了
同志饱含深情的动人家信，是写
给他未出生的孩子……王二从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从所有人的
故事里，找到了长征的意义，也
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要革命，红
军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动人故事

作为中国首部表现长征题
材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独辟
蹊径，通过长征这个大背景，讲
述了小人物的成长故事。“一封家
信握在手，王二的故事开了头，从
此风里雨里走，王二长征从此没
尽头……”在长征中，王二先后认
识了“人”、“不”、“火”、“枪”等字，
故事里，王二并非唯一主角，也不
算最出彩，反而是一个个相继亮
相的个人，个性鲜明，有血有肉。
王二在剧中，更多时候，是一根
线，将故事和人物串联起来。

无论是《钢的琴》还是《王二
的长征》，三宝的音乐剧总是首先
在舞美上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相
比较《钢的琴》将炼钢车间搬上舞
台，这一次《王二的长征》则用层层
叠叠的台阶和麻袋，来将舞台装饰
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山坡，让人瞬间
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更对接下来将
上演的故事充满期待。

三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
一直想做一部关于信仰的音乐
剧，《王二的长征》虽带有一定的
主旋律色彩，可在他看来，《王二
的长征》并不同于一般的主旋律
作品，它通过表现小人物的成
长，反映丰富的“人性”，更真实，
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金陵十三钗》

“那时，我看见他案头放有一部
电影剧本文稿，名曰《秦淮河
畔》。他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当
然也有引导的意思。那是一群
妓女，在日寇占领南京之时……
然而多年之后,严歌苓却写出《金
陵十二钗》,其剧情和李凖的《秦
淮河畔》大致相似……”
“黄永玉的画被香港某位大亨得
去，大亨声言要送他五辆小轿车，黄
永玉却慷慨地说，‘黄永玉是中国
人，送给我的礼物，属于国家和人
民，我个人是不会领受的！’”……
“浩然、郭小川、李凖、启功、黄永
玉、范曾、赵丹、崔嵬、韩瀚”等一
个个中国文化史上耀眼的人物，
在《大师的背影》这本书中发出异
样的光芒，正如作者侯钰鑫所说，
“岁月掩不住他们熠熠的光辉。”
书中讲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
作者与这些大师级人物相处近5
年的往事。这些当代的文化精英
在当时精神上屡遭打压，被置于时
代边缘，在特殊的境遇下，这些大
师们头上没有了光环，身上没有了
“外衣”，露出了各自的本真，作者
有缘与他们相交相知，还原了这一
段他们不为人知的经历、震撼人心
的心灵史，以及文学事件的真相。
专家评价，《大师的背影》是一个孤
本，是文学史的另一种注脚，它的
价值在于填补了文学史、艺术史的
空白。
22日，在省文学院主办的《大
师的背影》作品研讨会上，记者
见到了侯钰鑫。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文化事件：
“《金陵十三钗》与李凖的《秦淮河畔》一个样儿”

在写到李凖时，侯钰鑫着重写了
李凖鲜为人知的情感生活。作为李
凖最得意的学生（李凖称），侯钰鑫深
得李凖信任，经常出入李凖家门，对
李凖相知甚深。除了写李凖和女性
间的隐私，他也对一些文学事件进行
了揭秘。

在 这 本 书 中 ，侯 钰 鑫 回 忆 道 ，
“那时，我看见他案头放有一部电影
剧本文稿，名曰《秦淮河畔》。他给
我讲过这个故事，当然也有引导的
意思。那是一群妓女，在日寇占领
南京之时，她们逃到一座天主教堂
里避难，教堂里藏有一群国民党伤
兵，同样也是避难，日本鬼子包围了
教学，避难的人们命悬一线。危难
之际，妓女们站了出来，用肉体拯救
了教堂，拯救了那些伤兵。”

“这 是 一 个 写 女 人 的 戏 ，他 把
那 些 妓 女 写 得 有 血 有 肉 、有 胆 有

识 、大 义 凛 然 、感 天 动 地 ，充 分 展
示 了 他 塑 造 女 性 文 学 形 象 的 才 华
和功力。”侯钰鑫还对李凖说，“这
是 一 个 东 方‘ 羊 脂 球 ’的 版 本 ，我
的感觉如此。”

“这个剧本可能是李 凖 唯 一 没
有拍摄成功的电影，其中原因不得
而知，然而多年之后 ,严歌苓却写出

《金 陵 十 三 钗》, 其 剧 情 和 李 凖 的
《秦淮河畔》大致相似，只不过把妓
女救伤兵改成妓女救学生而已。”

侯钰鑫推测，“严歌苓当年是李
家三儿媳，她一准知道这个剧本，按
照她的才华和文学理念，我曾经期望
这个题材能被开拓得更好，然而后来
看到电影颇为失落，不知是她的问
题，还是张艺谋的过失。”

“《金陵十三钗》是李凖的，不是
严歌苓的，它与《秦淮河畔》一个样
儿。”侯钰鑫对记者说。

个人秘史：
郭小川妻子不敢相认 范曾被老婆赶出家

这 本 书 写 了 许 多 大 师 级 人 物
的形象，诸如李凖的老辣和善良，
崔 嵬 的 高 傲 和 强 势 ，韩 翰 的 才 情
和狷狂，郭小川的警惕和散漫，浩
然 的 孤 独 和 痛 苦 ，写 得 极 其 准 确
和传神。

在被扭曲的年代，首先被扭曲
的是人性，个人的家庭和情感也受
到了冲击。书里的许多细节触及到
他们内心隐秘柔软的角落，譬如侯
钰鑫赴京，受郭小川嘱托捎给一位
女子一只暖水瓶，敲开门时，女子却
说：“我不认识郭小川。”原物退回，
却在郭小川手中怦然碎裂。这位女
子原来是郭小川的妻子。

书中，大画家范曾也被“美人老
婆”赶出家门，搬到办公室，后来又
和别人的老婆成了两口。

作家李凖和浩然在对待女性上
又有不同。李凖生活得很快乐，家
属不在的时候，有女友陪着，还可以
去小馆子里吃一顿。当时“在风头
上很吃香”的浩然整天忙于文债，内

心是另一番孤独和痛苦，家庭生活
也少些乐趣，家里病歪歪的夫人比
他大八岁，有人嘲讽他，“他是革命
作家，懂得阶级情感，哪懂女人呢？”
浩然坦言，“她为我生养了四个儿
女，尽管如今体弱多病，也要对得起
她。这是一辈子的责任，人得有良
心啊！”

在写这些个人秘史时，侯钰鑫
表示也很纠结，怕写出来伤人，“但
是 历 史 就 是 这 样 走 过 来 的 。 如 果
不说这段隐私就没有历史了，我就
干 脆 不 写 了 。 我 宁 可 冒 着 忌 讳 记
录下来，因为是特殊时期发生的，
有的是亲眼见到的，有的是亲身参
与的，有的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
我 觉 得 当 时 的 他 们 不 会 和 我 说 假
话，我相信是真实的，我看到的也
是真实的。”

“历史是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走来的，但有些被人抽掉了，应该
有人补充。这是文学的责任。”侯
钰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