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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 1 月 4 日晚，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

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出品，长沙歌舞剧院、长沙交响乐团创作演

出的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的序曲在首演六个月后再次在长

沙梅溪湖大剧院响彻。这部湖湘民族歌剧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

中国歌剧节中获得“优秀剧目奖”，此次演出一方面是作为第

七届湖南艺术节的重头戏，一方面也是以最佳状态和完整阵容

向滋养这部歌剧的家乡父老做庄严且温情的汇报。这晚，长沙

梅溪湖大剧院早早的就座无虚席，虽正值全国疫情又一个高发

期，但剧院方严格且有力的防疫要求和长沙市民自觉并有效的

配合都让这场备受瞩目的歌剧得以顺利上演。开演前，舞台幕

布上用金色的字体印出了本场歌剧的剧名，此外，与剧名共同

组成的还有两处引人注目的元素，其一又由两个处组成，一处

是位于剧名右上方的“民族歌剧”四个字，即表明此部歌剧的

准确定位。第二处是围绕在剧名左、下两侧的红军长征路线，

其中清晰的标记了红军长征中所经历的重要战役和举行的重要

会议。两处都用鲜血般的红色，与金色的剧名搭配，仿佛鲜艳

的五星红旗在眼前有力飞扬。其二是用大片灰色的干涸开裂的

土地作为整个画面的底色和背景，象征着我国百年前的贫瘠和

红军长征中的艰苦。整个画面给予观众有力且适度的冲击，引

领观众为接下来穿越回到那个国破山河在，万里走长征的时代

做好准备。

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无论从立意角度、创演团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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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还是业内评价都称得上是湖南顶级，全国前列。而此剧之

所以自首演以来好评如潮与其内在所包含的对我国军民文化和长

征历史的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推动我国民族歌剧普

及化，甚至国际化的实质内核。

1  取材立意的文化认同

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无论从取材、创编还是排演都始

终突出着对那段历史和文化强烈的认同。歌剧是取材于红军长征

路上发生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的真实事

件。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

会上深情地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并在2020年9月赴湖南

考察期间再次对此故事进行了重温，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由此，民族歌剧《半条红军

被》创编团队快速组建并就这一发生在湖南本土的感人故事进行

艺术创作。

道不尽的军民鱼水情是整部歌剧的实质内核，也是整剧中数

次触动观众内心的源头。无论是从剧中的中心事件，即祝霞和秀

嫂的“剪棉被”，还是在第一幕中湘妹子和细伢子由民转军，或是

第三幕后段天剩对红军改观从而主动为祝霞等三人冒死领路都无

时无刻突出着这一主题。若无对“军民一心”有深深的认同感，那

剧中各种事件的发生则缺乏逻辑，与观众的共情也无从谈起。剧

中的这些事件无不发生在军和民之间，而军民之间的关系又时常

转换，即军为民、民助军、军是民、民也可为军。正如剧尾旁白

所讲：“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

条给老百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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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角色塑造的文化认同

剧中主要角色有七人，可谓个个鲜活。在进行人物分析时

可将七人以2+2+3 的方式进行划分，即2（郑秋收、祝霞）+2

（天剩、秀嫂）+ 3 （马大壮、湘妹子、细伢子）。郑秋收

与祝霞是整剧的主角，编剧着墨最多自然也使得这两个人物最为

立体和动人。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在剧中扮演的是红军某先遣营

营长郑秋收，他认为郑秋收无疑是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但却

是有血有肉，充满真情实感的英雄。在郑秋收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他的无奈，他虽热恋着祝霞却因部队的任务要身赴战场，

视死如归；他即将成为父亲但却连亲眼看自己儿子的降生都成为

奢望。而他在重大使命召唤的面前却没有丝毫犹豫，在血战湘

江一幕中郑秋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智慧的

红军将领，他和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将一样“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因此，郑秋收是中国文化中英雄人物的现

代诠释。在郑秋收高大形象的边上是祝霞温婉贤惠却又坚韧的身

影。剧中祝霞的身份是红军某卫生队队长，由此决定她是一个

细致且周到的人。长征路上，她就像整个队伍的贤内助一样照

顾着每一个人。同时，她的出生和成长也让她极度清楚自己革

命的立场和身负的使命，从而使得第三幕中的“剪棉被”一戏

顺理成章。祝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女人的贤惠和从容，但新

思想的觉醒和革命的勇气才是祝霞生命的底色。

相较于正值壮年郑秋收夫妻，中年夫妻秀嫂和天剩则是中国

老百姓的典型代表，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他们则让此剧更多一份色

彩。中国当代社会现象中常有中年夫妻，妻强夫弱，且“耙

耳朵”现象无明显地域限制，这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喜剧成

分。秀嫂上场后与丈夫天剩的几句对话便能感受到她的麻利和泼

辣。为保孩子性命从而冒险留在家中并且收留红军过夜可见其胆

识。相比之下，天生胆小、怯妻，一心只想在乱世中得以苟

活，但这也恰恰从侧面描写出当时老百姓日子的艰危，动荡不

安的世道让他们无法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但当他因“剪棉

被”事件而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便主动要求当向导，与红军

一起踏上长征路，也反映出天剩作为一名瑶族中年顾家男人内心

深处的血性。

剧中三位小人物的塑造和他们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由此可

见黄定山导演、任卫新编剧和作曲家杜鸣的高明之处，即赋予

小人物强大的生命力和不亚于主角的立体感。剧中第一幕就用极

为精简的唱段将马大壮、湘妹子和细伢子这三个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人民的心酸和希望交待得清楚明了，也为剧情的发展做足了铺

垫。三位小人物虽都出生贫苦却都因先后受到红军的庇护从而踏

上了革命之路，最终也都为那个甚至他们自己都不太清楚的

“理想”而献身。他们每一个人的牺牲都分别发生在不同场景

中,从血战湘江（细伢子）到爬雪山（马大壮）再到过草地（湘

妹子），导演和编剧让每一位小人物的牺牲都壮烈却又不失温

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有他们各自革命路上

的领路人在身边，这让剧中始终在表达的军民鱼水情再度升华，

老百姓最信赖也永远值得信赖的人是中国共产党。

3  文化认同下的民族音乐

歌剧这一复杂的音乐舞台艺术自传入我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了。百年中，如何将西方人已成熟的艺术形式与我国本土的

音乐和文化相结合是始终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推动着一代又一代

的音乐家、歌剧导演不断尝试[1]。由于剧本取材和本国语言这

两大优势使中国原创歌剧相较于西方歌剧从理论上来说更容易被

中国大众所接受，但西方经典歌剧长期占据着中国各大歌剧舞

台，甚至叫座率一度远远高于我国原创歌剧。究其原因，中国

歌剧经典剧目数量少，而新制作的中国原创歌剧的音乐缺乏代表

性、传唱性和民族性是重要原因之一。此现象可谓是中国歌剧

创作中的顽症，时至今日仍未殆尽。正如近年正值中国歌剧创

作的又一个高峰期[2]，全国各团体所创编制作并上演的原创歌剧

数目逐年上升，虽其中不乏如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沂蒙

山》、浙江演艺集团制作的《红船》等优秀新作，但蹭“红

色”热度，生搬硬套，主题内容空洞的剧目也绝非个例[ 3 ]。

湖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被誉为中国的“歌剧绿洲”，

近年来屡有高质量的佳作问世可见湖南推进歌剧产业复兴的决心

之大。此次《半条红军被》的作曲家杜鸣是当今中国最为高

产，创作效益最高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其歌剧作品的成熟度和

成功率都极为惊人。原本就是湖南人的他在近年来创作过多部湖

湘题材的民族歌剧后，尝试在《半条红军被》的音乐中做全新

的挑战和突破[4]。此次他给予听众的感受是音乐中的民族性和用

民族音乐所烘托出的戏剧张力较之前其创作的歌剧作品都有新的

提升。如第一幕中观众所听到具有浓郁湘南风格的唱段并非作曲

家对地方音乐的直接引用，而是经过汲取、吸收再创造的全新

旋律。这种根据剧情所原创的民族民间音乐相较于对原有的地方

音乐进行截取或引用则更贴近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此外，杜

鸣将民族音乐元素进一步戏剧化，让民族音乐元素渗透到戏剧张

力要求更大的咏叹调之中，这在他之前的作品中未能贯彻得如此

彻底和坚定。最终在舞台上所呈现出的震撼效果和观众热烈且持

久的掌声都能说明这是成功且意义非凡的尝试[5]。

4  结语

中国原创歌剧一直在寻找兼具民族性、国际性和当代性，

且艺术性与大众化相平衡的表达方式，而实践中的拿捏往往难以

精准。而纵观近年来包括《半条红军被》在内的较为成功的民

族歌剧，其底层逻辑无不是紧扣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脉络，

进而再通过西方艺术表演形式和作曲技法得以展现。而舞台表

演、演唱演奏和创作技法这些原本纯西式的“工具”也在被逐

步的融入更多的民族元素。由此可见，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并推

动民族音乐戏剧化，兼顾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和平衡是中

国原创歌剧在国内歌剧市场长远发展的基本原则。唯有扎根于

民，服务于民，与民共情的好作品才能得到时代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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