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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认为这是自梁氏故去

之后最好的传记。本书也给予了

这位伟人一个公允的评价。

HBO同名美剧，让这本书迅

速知名，并成为魔幻文学拥趸的心

头肉。最新推出的卷四，也许已经

让他们等候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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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原始版本，内附电影

《白鹿原》美术设计精彩插画。电

影也许永远无法企及原著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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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安徽当代为数不多的

小说好手之一，作品中有深厚的生

活积淀，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怨。

最近，《陆洪

非、林青黄梅戏剧

作全集》被列入安

徽省“十二五”重点

出版规划项目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洋洋洒洒80万

字，700页码，装帧

典雅。该书的出

版，填补了我省黄

梅戏经典剧目结集

出版的空白。

周玉冰

B06 开卷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
编辑王震 | 组版邱莉娜 | 校对陈燕

许多人都会记得一个情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一场黄梅戏演

出前，大家争相购买油印剧本。有

人曾透露，当时省黄的每一场演出

前，他刻好剧本印出来叫卖，几毛

钱一份，每晚挣的钱自己都心跳。

时光转逝。如今，许多图书馆

想有一本黄梅戏经典剧目的图书却

很难。原因是黄梅戏数以百计的剧

目中，能够经久流传、百姓耳熟能详

当属《天仙配》、《女驸马》及《风尘女

画家》等剧目了。而这几部作品的

作者是陆洪非和他的夫人林青，因

为他们的低调，剧作选集一直没有

出版。在陆洪非出版的几部著述

中，也是黄梅戏研究专著，其中

1985年出版的《黄梅戏源流》一书，

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黄梅戏的书目，

也是黄梅戏研究奠基之作。

《陆洪非、林青黄梅戏剧作全

集》收录了《天仙配》、《女驸马》、

《风尘女画家》、《牛郎织女》、《春香

闹学》等黄梅戏舞台和电影电视剧

本。这些剧目是陆洪非、林青这两

位剧作家用平生心血贡献给我们

的精神食粮。

陆洪非与林青，因黄梅戏结

缘,两人的剧本都是以真善美为主

题，但风格上却不同。陆洪非的唱

词带着泥土的清香，这从《天仙配》、

《女驸马》都能看得出来。林青的唱

词唯美清雅，最能体现的是她的剧

本《风尘女画家》、《牡丹亭》上。

剧本风格的不同因为源自两

人的出生经历和时代要求。陆洪

非1923年出生在望江一个半渔半

农的家庭。父亲陆鹤松上过三年

私塾，农闲时爱朗读唱本，其祖母

也喜欢唱民间小调，这在幼年的陆

洪非心灵中撒下了艺术的种子，他

在幼年时代就喜欢收集民歌。后

来他做记者、当老师期间，开始以

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较高的

文化起点上介入黄梅戏。1952

年，陆洪非开始进行“天仙配”素材

的收集。1953年，他调至安徽省

文化局剧目室工作，开始了黄梅戏

剧本的专门创作。

此前的200年间，黄梅戏是艺

人谋生的手段，为了讨好观众免不

了低俗淫靡，为上流社会所不齿，

官方更是禁演。陆洪非的介入，一

方面保持了黄梅戏浓郁的乡土气

息，另一反面，故事上去其糟粕，唱

词上浅白优美，从整体上提升了黄

梅戏的文学品位，保留了黄梅戏的

乡土气息，规范了黄梅戏的审美兴

趣，奠定了黄梅戏的抒情风格，这

是黄梅戏能从一个乡野小戏走 向

全国的重要原因。比如，早期的

《天仙配》有唱词“树上鸟儿喳喳

叫”，陆洪非改作“树上鸟儿成双

对”，赋予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

感。再比如经典唱词“渔家住在水

中央，两岸芦花是围墙。撑开船儿

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其实是

陆洪非童年渔家生活的诗意写

照。除了在特殊时代，陆洪非受命

创作了些应景之作外，他的唱词基

本上都是盛开在田野里的菊花一

般，朴实中蕴含淡雅，真正实现了

雅俗共赏。

林青是大家闺秀，老家在怀

远，祖父辈曾跟随孙中山闹革命，

参与创办淮北煤矿。她曾学习于

中央戏剧院导演系，因为崇仰严

凤英，喜爱黄梅戏，依然从上海青

年文工团来到安徽黄梅剧团，成

为与严凤英同台演出的好姐妹。

息演后成为省艺校、徽剧团导

演。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

黄梅戏剧本创作，这时的观众文

化水准整体提高，她以女性柔情

和婉转清扬的文采，将黄梅戏引

向另一种大美。

陆洪非、林青创作的黄梅戏剧

本有数十部，但这本“全集”没有全

部选入，而是经受了时代检阅的作

品，因而是一部“经典全集”。重温

经典唱段，心灵若有清泉流过，不

仅是亲切，还有感动。

树上鸟儿成双对
《陆洪非、林青黄梅戏剧作全集》评介

一部作品的问世，背后包含

着它的艺术价值、出版价值，也包

含着社会对它的评价。围绕这部

书的出版，记者采访了安徽文艺

出版社社长朱寒冬、戏剧理论家

王长安、评论家周春阳等人士。

记者：朱社长，安徽文艺社近

几年出版了不少精品力作，贵社

接到这部书稿后，基于什么原因

立项出版？

朱寒冬（安徽文艺出版社社

长）：守护经典、出版精品，是安徽

文艺社长期以来的出版追求。陆

洪非、林青一对黄梅戏编剧伉俪，

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作品的艺术价

值已成为黄梅戏剧作史上的一座

高峰。出版他们的黄梅戏剧作全

集，就是要完整地保存和传承好这

份“经典”。著名戏剧评论家周春

阳、著名黄梅戏表演家韩再芬等

对该全集的出版均给予了高度评

价，这正是对我们出版人的充分

肯定和褒奖。

同时，在当前学术图书出版难

的背景下，我们毅然决定该项目的

立项出版，还基于对黄梅戏的佑护

和弘扬。黄梅戏是“安徽品牌”，也

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新剧种之

一。对于体现这一剧种发展的绝好

作品，我们安徽文艺社历来当然不

让。

记者：王老师，您曾经说过，

陆洪非先生是您戏剧创作的领路

人，对于他的为人和剧本，您怎样

评价？

王长安（原安徽艺术研究院

院长、著名编剧、戏剧理论家）：

陆洪非先生为人谦逊，处事低

调，但学术和艺术个性鲜明，勇

于追求真理。《天仙配》演出之

初，有人曾“建议”改为大团圆结

局，正是他的抗争，为我们保住

了这部经典的纯粹。

我曾在他去世时写过一篇

悼文，称他“静默的伟大”。今天

在这部剧作全集出版之际，我还

想说，“静穆的伟大”实质上是精

神对物质的跨越，是人格对历史

的穿透。随着历史的正向演进，

“静穆”终将光芒四射，从而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领略。

记者：周教授，《天仙配》《女

驸马》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瑰宝，被

收录在许多权威著作里，您怎么

评价陆洪非先生改编之功？

周春阳（安徽师范大学音乐

系教授、著名评论家）：陆洪非先

生改编的《天仙配》、《女驸马》，真

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和“立主脑、

减头绪、密针线”的原则，使得故

事耐人寻味，情节流畅。陆洪非

之于《天仙配》、《女驸马》，与王实

甫之于《西厢记》，莎士比亚之余

《哈姆莱特》一样。在《西厢记》、

《哈姆莱特》定型前，社会上流传

着相关故事，但是糟粕与精美并

存，直到王实甫、莎士比亚的出

现，以他们的艺术才情进行创造

性改编，才有了这两部经典的留

传。陆洪非改编《天仙配》、《女驸

马》，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应该感

谢他。

陆洪非、林青共读剧本

向崇安长篇小说
《毕业之后》出版

安徽省的老年作家向崇安的

第四部长篇小说《毕业之后》，于

2012 年 7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是他退休后出版的第12本文学

专著。

《毕业之后》共分“一职难求”、

“世道人心”、“微妙所在”、“局外之

局”、“寻找失落”五个章节，17万余

字。小说书写了主人公王轻云毕

业后就业之艰辛、奋斗之曲折、社

会之复杂、情感之微妙等方面的经

验教训，让广大毕业生和社会青年

悟出道理，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投入到奋斗的现实中去。

老 赵 评

《王石说》：这

一 本 王 石 亲

述的关于 3 年

登山、游历之

后 的 生 活 感

悟，没有公司

的发展现状，没有管理公司的方

法。带给我们的更像一位资深

驴友的独家攻略。这本书与我

之前看过的很多小清新小文艺

游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困难

的轻描淡写，让人看起来就像是

某个周末爬了个宝石山一样。

而这正是王石的魅力。

微书评

抹 茶 芒

果冰激凌评

《突然就走到

了西藏》：很

感 动 一 个 镁

光 灯 下 的 聚

焦人物愿意用极大的诚心办这

样的活动，可以说是“寻找内心

的旅程”吧，我在书里，的的确

确看到陈坤的认真，并且愿意

与我们分享旅程中和过去生活

中的故事，以及自己的心路历

程。书没有我预先想象得那样

肤浅。

功 夫 考

拉评《定位》：

特 劳 特“ 定

位”规则是：

必 须 理 解 文

字，必须理解

人，必须对变化持谨慎态度，要有

眼光，要有勇气，要客观，要简单

化，要精明，要有全球视野。定位

理论的核心是：市场之争是一场

心智之争。大师所说的“定位”，

是力求简单和显而易见，以简单

对抗外界的复杂。请记住定位的

一条重要法则是：“没有事实，只

有认知。”

淩屿 run

评《平凡的世

界》：作 品 讲

述 的 是 一 个

特 定 时 代 背

景 下 的 中 国

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对于

历史的事，我不能深刻理解和妄

加评论，但对于小说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却会有超时代的共鸣。劳

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

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的社会冲突

……主人公面对艰难困境时表现

出的顽强意志力是会一直激励着

我们每个人。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