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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现代评剧《革命家庭》斩获
大奖的背后，大家拧成一股绳，克服重
重困难，就像剧中那句台词说的，一定
会胜利的。那么作为天津评剧院的院
长，在这部戏中，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曾昭娟饰演女主人公方承。作为剧院
的领军人物，面对着建院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场戏，从立意，到编剧，从排练到演
出，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形体、唱腔、动
作、心理表达，每一个细节，作为主演曾
昭娟都在无数次的磨炼。无论何时何
地，她已经和女人公方承融为一体。
曾昭娟，从艺四十年，她对艺术的

执着、认真，甚至是严苛，其实也有着
家庭的影响。曾昭娟的父亲是一名铁
路工人，对待工作严之又严。潜移默
化间，养成了曾昭娟执拗认真的性
格。年轻时的她苦练基本功，一年完
成150多场的演出。
此外，在师傅花淑兰的指导下，曾

昭娟刻苦练功，每天宿舍、练功房两点

一线，演艺水平日渐成熟。《金娥》《凤
阳情》《红高粱》伴随一幕幕名剧的诞
生，曾昭娟成为了闻名全国的评剧名
角。可这一次，《革命家庭》的创演，让
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打破
了我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美学思想。
用曼君导演的话说就是不破不立，丢
盔卸甲。”曾昭娟告诉记者。
《革命家庭》中的方承，从一个不

谙世事的农村女子到拥有着坚定信仰
的革命者，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去展现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夫妻情、母子
情，母女情，又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
密相连。作为主人公，导演希望通过
方承这个角色，展现人物的命运，用真
感情、真性情去体察历史、表达历史，
使观众与人物共情。面对这样的立
意，这样的主题，早已功成名就的曾昭
娟，要放下以往的荣誉，重新开始。

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守正
的升华，为了演好方承，曾昭娟破除几

十年的戏曲程式，用更为朴素的表演
来体现真实情感。而在排练场里，曾
昭娟也克服着身体上常人难以承受的
痛楚。导演张曼君说，从来没有看到
曾昭娟在排练场坐着，永远都是站
着。“后来才知道，受制于她之前骨折
的地方，她必须在这种长时间的排练
过程中，倚靠着暖气片。”早在2003
年，曾昭娟在北京演出的过程中，一次
意外，导致她左腿股骨颈骨折。医生
当时宣布了她艺术生命的终止，即便
是做手术，将来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
短，曾昭娟不能接受命运如此的宣
判。凭借着对舞台的热爱，她坚持锻
炼恢复，坚持重返舞台。
在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丈夫江

梅清被反动派杀害后，方承跪步扑上
丈夫留下的全家福。身着旗袍，腿部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坚硬的地毯，一次
次磨破了曾昭娟的膝盖，即便是这样，
她也没有叫过一声苦。

一个主演是一部戏的灵魂，更是
一个团队的领头雁。曾昭娟和每一位
演职人员，都在用精益求精，高标准、
高质量、高水平的表演，诠释着这部
《革命家庭》，他们希望用艺术的力量，
传承着天津这座城市血脉里的红色基
因。作为天津评剧院建院64年来最
大规模的演出，演员、乐队、舞美，近
200人，退休的演员、戏校的孩子，只
要角色符合，都参与了进来。而作为
现代戏，音乐、灯光、舞美，采用了当下
高科技多媒体技术，每一个环节力臻
完美，缺一不可，每一场演出也是对所
有团队成员的考验。
催人泪下的故事，与观众共情，与

时代共情，这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天津文艺工作者用《革命家庭》和
一部部红色作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
向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献礼，展示着新
时代的艺术表达和戏剧的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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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 斩获文华大奖

就在不久前，第
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第十七届文华奖揭
晓，天津评剧院创演
的大型现代评剧《革
命家庭》位列戏曲类
榜首，喜获第十七届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大奖。
那么在喜获大奖的
背后，评剧《革命家
庭》的台前幕后，又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
的故事，所有演职人
员是怎么用传统戏
剧讲述红色文化，近
日，记者走进“文华
大奖背后的故事”。

从2021年1月开始，《革命家庭》
已经上演30余场。而就在不久前，一
个好消息在这个丰收的秋日传来，
《革命家庭》喜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大奖。这是时隔十年，天
津评剧院再次获此殊荣。
文华奖为中国文化部设立，是专

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现代评剧
《革命家庭》讲述了一个平凡女子的成
长经历；一个革命家庭的坚定信仰；一
段共产党人的血火征程。作为天津评
剧院建院 64年来最大规模的戏曲，
《革命家庭》在喜获大奖的背后，在一
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有着许许多多鲜
为人知的故事。关于创作《革命家庭》
的缘起，还要从2019年说起，为了迎
接建党100周年，全国各大剧团都在

筹备献礼作品。那么，作为有着辉煌
成绩的天津评剧团，也在未雨绸缪。
天津评剧院副院长陈连军告诉记者，
天津是一个红色土壤特别深厚的地
方，因此，想在建党百年时推出一部
剧，展现过去革命奋斗的历程。

评剧，流传于北方地区，是中国历
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的传统剧种之
一。创立于1958年的天津评剧院是
中国评剧艺术的领军院团，在建党百
年之际，用评剧讲好红色故事，这是大
家共同思考的问题。通过和导演、编
剧反复选材，最终决定以英雄母亲陶
承的故事为创作蓝本。陶承原本是一
名普通的湖南农村女子，她的丈夫与
两个孩子先后为革命牺牲，她强忍失
去亲人的悲痛，坚持地下革命工作。

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说：“这个题材
来自于革命母亲陶承口述的一本书
《我的一家》，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渐
渐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故
事。这个革命家庭没有惊天动地的伟
业，没有光耀史书的功勋，但他们懂得
‘家碎换得山河整’的道理。在一个革
命家庭的可贵付出与牺牲中，在一个
女子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
革命者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看到了那
个时代无数个家庭、千千万万个革命
者的可歌可泣、值得永远记载的伟大
精神。”
“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

万户有和平！”这是《革命家庭》剧本中
一句经典的台词，当亲情历经风雨升
华为信仰，当个人饱受锤炼愈加坚定

信念，唯初心温热如故。
对于演员们来说，演了几十年传

统戏，可是这次作为现代评剧，《革命
家庭》和以往远远不同，没有了传统戏
服，没有了水袖，改变了程式化的动
作、唱腔，没有了以往传统戏里的叫
板，大伙儿都有点不适应。
剧文林，国家一级演员，在《革命

家庭》中扮演女主人公方承的丈夫江
梅清。除了作为男主角，在剧中伊始，
他还要呈现出一个进步学生的形象。
这让年过花甲的剧老师为了难。他先
从形象入手，进入人物的状态，在这部
戏中，剧文林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
是负责为演员们设计唱腔，每一次剧
本大大小小的修改，剧文林都要在排
练之后，熬夜写谱子。

时隔十年再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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