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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

戏剧

《地质师》自 1996 年上演，
至今经过了四次复排，共演出两
百余场。其中，2009 年和 2017
年复排的青春版《地质师》，亦收
获了诸多好评。此次入选 2021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
演播活动的《地质师》，是 2017
年的版本，由原剧导演陈力复
排。

3月2日至4月15日，在2021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演
播活动中，观众可通过文化和旅
游部政府门户网站（www.mct.
gov.cn）观看《地质师》; 4月5日,
可通过快手APP“文艺中国”和微
信视频号“文艺中国”观看。

晁雪莲说，这部剧塑造了一
群可爱的敬业乐业者的形象，歌
颂了默默奉献、无私付出的“骆
驼”精神，弘扬了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一
部正能量主旋律的话剧，能在一
次次复排中依然星光璀璨，一方
面是因为它太经典了，另一方面
是复排中，尽最大化保留了原汁
原味。

原汁原味说起来容易，所
以，每次的复排，需要解决的最
大难题就是让新演员对那个年
代，那种精神，对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有感受，有领悟，有理解，有
共情。

晁雪莲感慨地说，这部话剧
虽然只有 7个演员，但演绎的角
色年龄跨度非常大，从 20 多岁
大学毕业的青葱岁月，到 60 多
岁的老者，特别考验演员的水
平。新演员在复排时都纷纷表
示压力很大，他们一遍遍看剧
本，看老版录像，演员谈角色，导
演谈创作，“坐排”就长达好几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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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地质师》中的角色，收
获特别大，无论是在精神上，还
是在专业上。”曾饰演女主角卢
静的 80 后演员陈晓平说。“经
典难以超越，去诠释‘骆驼精
神’，压力特别大。”饰演洛明的
80后演员杨春清这样表示。

此外，话剧是一个综合性
的舞台艺术，包括舞美、道具、
服装、音响、技术等诸多方面。
而《地质师》在这些方面都做到
了精益求精，最终实现了一部
经典的呈现，全剧朴实却富有
诗意，情感真挚却不造作，所
以，历经 20多年依然在舞台上
光彩闪耀。

有人评价《地质师》说，这
个戏“外无锦绣，内藏雷电”。
全剧由始至终没有原来料想的
大展红旗、翻江倒海、雷雨交加
的场面，也不见大吕黄钟的慷
慨悲歌，却以精致，富有诗意的
戏剧技巧，展开了内心冲突，用
一连串的心灵颤音，搅动着观
众的心。

杨利民回忆道，话剧《地质
师》，是要把几个人近 30 年的
情感变化，也就是可以写 40集
电视连续剧的容量，浓缩在两
个小时，一场景里完成。在创
作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结构形式。从北京写到荒
原、帐篷、办公室，六场戏，一个
序幕一个尾声，不行；写这些人
的晚年，锁闭起来折射一生，也
不行。因为总觉得不对劲儿，
寻找不到一种抒情的方式，两
稿的结构提纲都废了。最后，
我想到了时间，想到了在北京
读书放暑假寒假回东北时北京
站上的大钟。于是，我把场景
设在一间能看见北京火车站大
钟的房间里，人们不停地分别、
聚首；生活、事业、爱情不停地
改变。伴着钟声，静夜里火车
离站的笛声，时代的变迁，人世
的沧桑，使我一下子找到了可
以抒情的方式。

而对于《地质师》这个剧
名，杨利民觉得，虽然不吸引
人，却有着它自己的真实。“我
想，也许有人愿意找一点平淡
清新的东西吧，”杨利民说。

图片由大庆市话剧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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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美术馆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依旧
是它的老特色，版画。只不过这次展的
版画不是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而是来自
国内 8个艺术家捐赠的个人作品。这足
够吸引人的，对本省观众或者艺术爱好
者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展览从现在
起一直展到 4月 20日，有心人完全能把
握住这个机会，从各地来哈尔滨的交通
其实挺方便的。这个展览的正式名称是

“盛世典藏——中国当代版画家捐赠作
品展”，属于省美术馆“馆藏活化”项目。

一大早赶到省美术馆，以为自己是最
早的，结果有几个观众已经捷足先登了。

美术馆极其寂静，只有轻微的脚步
声和交谈声。楼上楼下两层，共展出 67
张版画。

这些版画可能不是中国版画的代表，
但却显示中国版画与中国美术风潮的关
系。比如都是1958年出生的版画家陈超
和李彦鹏，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时代与社会
共同作用的记忆痕迹。陈超的《苍生·魂
之跃》，构图和细节完全被主题色彩所笼
罩。李彦鹏的记忆看起来稍微隐蔽一点
儿，但是标志性符号还是很突出的，反倒
是符号性不强的《寒塬初雪》《转场》更具
有美学效果。出生于1951年的张桂林的
《记忆六》也是有年代符号的。当然五十
年代出生的人并非全都这样。张桂林的
鱼和其他房子则由于抽象因素而与实物
拉开了距离，这与记忆的模糊性是契合
的。相同之中有不同，这可能就是时代风
气与个人选择相互作用使然。

版画家王家增、范敏、徐宝中全都出
生于 1963年，从美术史角度来说，大概
属于“85美术新潮”中的一分子。作品的
现代色彩非常浓郁，这是值得本土艺术
家借鉴之处。范敏的《偶》系列，从阐释
学角度来看，是让人心动的。偶与偶之
间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比如《偶 27》的
小手与巨大麦穗，就能让观众产生联
想。还有就是偶与背景的关系。这里的
背景经过精心设置，具有比较强大的表
现力。王家增的铜版《从阴影出发》系
列，则是把抽象性与抒情性结合起来。
其中的数字在神秘之中又明白地表达着
个人认识。这个系列很难不让人喜欢。
徐宝中的版画是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但
是这个并不是观赏的重点，重点应该是
他的整体控制，比如他的《四季组画》，意
蕴丰富，值得评论家动脑子去阐释。

8位版画家，最年长的是 1933年出
生的宋源文，最年轻的是 1973年出生的
康剑飞。康剑飞的《鸟人》系列有点儿后
现代的味道，象征性也是很有意思的。
宋源文和其他七位都不一样，装饰性很
强，如《洄游》，其他作品大多是自然主
题，含义倾向于优美。

看画的过程就是消化的过程。从美
术馆出来，胃是很舒服的。这可能就是
我们的生活需要艺术的原因之一了。

﹃
当
代
版
画
家
捐
赠
作
品
展
﹄
开
展

带
你
看
国
内
版
画
流
变
的
痕
迹

□

文\

摄

本
报
记
者

李
树
泉

《苍生·魂之跃》(减版油套木刻2016) 陈超

《从阴影出发1》(铜版2017) 王家增

《偶26》(石版油底技法2012) 范敏

《寒塬初雪》(木版2012) 李彦鹏

波斯语课
片长 128 分钟，俄罗

斯、德国、白俄罗斯出品
时间：3月19日至今
地点：各地电影院

21座桥
片长 100 分钟，动作

悬疑，美国片
时间：3月19日至今
地点：各地电影院

二手玫瑰《一两大梦》
冬去春来演唱会

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

地点：哈尔滨国际会
展体育中心体育馆

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
《琥珀》

时间：2021年4月4
日~5日

地点：哈尔滨大剧
院歌剧厅

话剧《
地质师》

20余
载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董云平

自1996年亮相舞台后，已斩获诸多大奖，近日该剧又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1年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演播活动，及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进入“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

我省话剧《地质师》自199
6年亮相舞台后，至

今已斩获诸多大奖，20
余

载历久弥新。

经典就是永不过时，《地质师》，一
部名字平实毫无噱头的话剧，却

演绎

了20多个春秋。四次复排，演
出两百余场，斩

获诸多大奖。

《地质师》是一部反映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一
代知识分子献身我国

石油事业的崇高精神和悲壮的命运历程的话剧，是
如何成为经典的呢？

正如大庆话剧团团长晁雪莲所说，
一部优秀的话剧，好的剧本是根基。《地
质师》先后斩获多个大奖，第六届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名，第七届“文华大
奖”第一名，“曹禺戏剧文学奖”优秀剧目
奖，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文
华编剧奖、文华导演奖、文华表演奖、梅
花奖、白玉兰奖等多项大奖；并成为中央
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解放军艺术学
院等艺术院校必读剧，被纳入教学课程
及毕业汇报大戏专场演出，与其优秀的
剧本密不可分。

杨利民，国家一级编剧，我国新时期
十名优秀剧作家之一。《地质师》是他的
代表作之一，亦是他最用情的呕心之
作。回忆起20多年前的创作历程，70多
岁的他言语中依然充满激情和感动。

“创作《地质师》时，我曾在大庆生活
三十多年，始终没忘记那片土地和那里的
人，我把这称为自己的阳光和空气。我一
直酝酿着写一部油田知识分子的戏。我
想写这些人的情感与生命历程——是因
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苦难中的崇高，看
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杨利民说。

杨利民说，60年代初，几万名大学
生远离母校，远离北京，奔赴到东北的高
寒地区，为了开发那里的油田、森林和煤
矿，他们为共和国也为自己做了一次最
庄重的承诺！三十多年来，狂暴的风雨
和艰苦的岁月，并没有卷走他们的信念
和对生活的希望，或者说他们对生活和
爱情从来没放弃过希望和信心。话剧
《地质师》中的主要原型，就是油田开发
研究院的高级地质师王启民同志。他研
制成功的表外储层开发，接替了油田高
产稳产，增加可采储量 11亿吨，仅此一
项，就为国家增加财富2000多个亿。每
当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最
初，我在构思这个形象的时候，总有一匹
骆驼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它迎着风在
沙漠里行走。恰巧王启民的外号也叫骆
驼，于是我就想写一种骆驼精神。后来
有人说，骆驼精神也是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

杨利民说，他曾骑着自行车，数次采
访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地质师、
工人们，他将剧本的提纲、初稿、修改稿
一遍遍念给他们听，再根据他们的意见
重新改。杨利民的妻子也是一位地质
师，她成了杨利民的第一个读者，许多专
业术语他都是从妻子那儿学来的。为了
力求写得真实可信，塑造好这些人物，打
造出精品，剧本前后9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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