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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契约》，是国家京剧院为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新创排的一出现代京
剧，讲述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 18位
农民立下“生死契约”、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故事。

这部剧的分量无需多言，作为编剧，
高明很在意观众的反响。上演第一天，
当主人公杨东昌念出“我信的是共产党”
时，台下立即响起热烈掌声，伴奏乐队没
有料到观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锣鼓
都没有停下来就接着往下演了。

看到这一幕，高明放心了，“证明观
众入戏了，动情了！”

勇担重任21天拿出初稿

《生死契约》排练的时候，高明
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如果不是
特意介绍，外人很难把这位刚刚
30 岁出头，面容清秀的姑娘同这
部重头剧的编剧身份联系起来。
据说，这是国家京剧院 7 年来唯一
一部交给年轻编剧独立创作的重点
剧目。

“我们院领导‘胆儿大’吧，我特想
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相信我能行，你下
次帮我问问？”此刻，高明脸上的笑容俏
皮而自信。

不过，最初接到任务的时候，
她是压力山大，“一种开弓没有回
头箭的感觉”。为了创排这部剧，
剧组主创、主演六赴安徽采风，最
长的一次，高明住了 1 个月。“我必
须要同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才
能找到更准确的人物感觉。”高明说。

对于中国而言，小岗村不仅仅是地
图上的一个坐标，一段生动的往事，更
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代表和象征，也因此
成为了众多艺术作品的素材来源。如
何用京剧的艺术形式，讲好改革的
故事？

在采风过程中，小岗村的一位老人
对高明说：“当年我们是改革带头人，现
在我们年纪大了，但还要做新时代改革
的追随者。”那一刻，她在小岗村的所见
所闻被激活了，决定将“站在新时代高
度回望小岗的改革精神”作为这部剧的
切入点。回到北京后，高明一个春节没
休息，仅用21天就拿出了剧本初稿。

高明希望《生死契约》好看，能让观
众“坐得住”。她有意加快了戏剧节
奏。“时代审美变了，过去很多经典的戏
剧在今天看来仍有值得品味之处，不过
我们常常感到结构的保守和节奏的滞
缓。”在《生死契约》的创作中，她尊重京
剧的表现规律，又在戏剧节奏方面寻求
整合与突破。“部分场次中借用影视蒙
太奇的表现方式，运用不同空间同时对
话让故事更加流畅紧凑。”高明说。

情感共鸣是另外一个突破口。当
18位村民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
时，没有豪言壮语，只是相约如果有事
子女由乡亲一起抚养；当主人公杨东昌
的妻子明知丈夫即将“犯险”，还故作镇
定，为他披上衣服，没有过多的交流，夫
妻间的感情朴素却喜欢得真实动人。
高明相信，这些细节能让现场观众受到
感染，与亲身经历改革的主人公心意
相通。

和京剧“先结婚后恋爱”

别看现在高明谈起京剧情深意切，
可刚刚入行的时候，她却痛苦不堪。“我
不懂什么是京剧，完整看过的京剧几乎
没有。”和京剧八竿子打不着的高明，在
高考时意想不到地被戏曲导演系录
取。“大一第一学期，听着校园广播里播
放的京剧，我快崩溃了，心想这些‘破铜
烂铁’怎么老响。”她甚至动过退学的念
头，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想通了，“既来
之，则安之，为什么不试着了解它”。在
内心与京剧“和解”的高明，开始跟着老
师李文才台前台后地跑，“老师一点点
给我讲，我慢慢发现了京剧的乐趣，不
烦了，入门了”。高明说，她和京剧是典
型的“先结婚，后恋爱”。

读研究生时，导师冉常建鼓励高明
开阔眼界，到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等学府听课交流。用在《生死契
约》中的蒙太奇等影视表现方式，正是
得益于这段求学所得。

2011 年，高明毕业后顺利进入国
家京剧院工作。不过，当时等待她的不
是导演，也不是编剧的工作。“我干了3
年字幕校对工作。”这是一份没人愿意
干的活儿，工作量大，出了差错要负责，
没有额外劳务费用。开始她是硬着头
皮干，现在回头看，高明却格外感谢那
3年的沉淀。

“很多剧本是靠口传心授而来的，原
本没有确切的文字。”为了让呈现的文字
尽量准确，高明一头扎进资料室，翻看各

种版本的老剧本、查找字典……枯燥的
过程，却让沉下心的高明对京剧剧本的
文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有感觉。

“我记得《锁麟囊》里有一句唱词，
‘愧我当初赠木桃’，这里的‘木桃’是什
么意思？”高明开始查资料，后来发现这
两个字取自《诗经》中的“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高明对《锁麟囊》编剧翁
偶虹先生敬佩有加，“‘木桃’二字用得
太精妙了，有文化底蕴的人能发现其中
的典故，普通观众也不妨碍理解故事情
节，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在校对过程
中，高明查阅了大量类似“木桃”的典
故，雅俗共赏的“木桃”风格成了她日后
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名利面前保持清醒

高明第一次尝试编剧工作，是国家
京剧院要复排经典剧目《大破铜网阵》，
需要将内容从 4小时压缩到 2小时，已
经80多岁高龄的张春华先生需要一位
年轻人做改编助手。“老先生提想法，我
来逐一落实。”高明陪着他从“三伏”改
到“三九”，又从“三九”改到“三伏”。一
年后，高明不仅向老先生学习了专业知
识，还被老先生对戏剧的热爱，以及严
谨的作风感动和感染着。

高明在实践中完成了从导演专业
向编剧的转型。完成《大破铜网阵》改
编工作不久后，与河南省京剧院的一次
合作，给高明带来了第一次独立编剧的
机会。“我为他们写了一出《刘伯温》，
15 天拿出初稿，基本没怎么改动就下

地排练了。”多年沉下心的积累，加上导
演、影视等不同领域的学习，让高明一
出手就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河
南省京剧院凭借《刘伯温》拿下了第十
三届“河南文华优秀剧目奖”、第七届黄
河戏剧节“剧目奖金奖”，在河南这个

“豫剧大本营”，一出京剧要取得这样的
成绩，难度可想而知。

高明个人也凭借《刘伯温》获得了
编剧奖，也慢慢在圈内有了名气。在名
利面前，高明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她从
不参加工作以外的“站台”“走穴”，不想
盲目尝试导演等其他工作。“我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这么喜欢京剧。因为热
爱，所以在乎，不想自己真心喜欢的东
西被自己弄砸了，所以在没准备好之
前，我不会轻易开始导演工作，毕竟创
作不是玩闹，是要负责的！”她相信只要
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名利不过是水到
渠成的结果。

高明感谢国家京剧院对年轻编剧的
培养。“不光是我，其他年轻人也都在尝试

‘挑大梁’，一开始做不好也没关系，院里
会给大家安排有经验的编剧合作或是导
演辅助。”年轻人的成长孕育着未来的希
望。高明清楚，年轻一代对京剧等戏曲
常常有“偏见”，就像曾经的自己，觉得没
意思，听不懂、不愿听。她认为，这里面
有编剧的问题，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京剧更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让年轻人
走进剧院。她的梦想是排演一出京剧版

《新龙门客栈》。“剧本写出来了，但还不够
完美，我希望有一天观众见到它时，能惊
呼原来京剧还能这么酷！”

青年编剧高明：

“京剧也可以这么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从一个普通退伍兵，到攻克数个育
种技术难题的专家，退役28年来，周晓
东辗转辽宁、黑龙江、天津、海南、四川
等省市，潜心研究春小麦、水稻育种的
跨纬度种植。

他收集整理了3万多份水稻、小麦
种子资源，建立私人种源库；在辽宁中
部地区试种小麦、水稻“一年两熟”获得
成功，亩产比单种一季水稻多 400 斤，
且可节约灌溉用水 30%；成功将东北
水稻品种移植到海南，实现了北稻南
移，亩产突破 1000 斤且口感不发生变
化；获得国审品种两个，累计为国家增
产粮食20亿斤……

1987 年底，21 岁的周晓东如愿参
军来到空军某部，但却没能与飞机扯上
半点关系。“指导员直接让我回东北，到
北大荒种田。”周晓东说。

梦想驰骋祖国的蓝天，现实却是在
田间地头劳作，周晓东很失落。转机出
现在 1988 年，著名军旅词作家阎肃要
来北大荒体验生活，周晓东接到命令负
责带着阎肃采风。没几天他们便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周晓东向阎肃说出
了自己不愿当生产兵的想法。

“飞机要有人开，飞行员要吃饭，种
地和开飞机一样重要。我也种过地，你
喜欢的那首《我爱祖国的蓝天》，就是在
菜地里写出来的。”阎肃的一番话让周
晓东豁然开朗，他开始感受到手上这把
锄头的含金量，从此再也没觉得种地
苦。那一年，周晓东被评为队里的“生
产能手”，荣立三等功。

1990 年，周晓东退伍回到原籍沈
阳，面对人口不断增加，土地持续减少
的现状，他选择“继续种地”。当时，由
于气候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春小麦新品
种缺乏，老品种退化，造成产量和效益
下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周晓东踏上
了选育小麦新品种的科研路。

春天，他在试验田里记录试验数
据；夏天，他戴着草帽拿起镰刀给小麦
测产，被蚊虫咬得一身是包；秋天，为了
提高育种速度，他背起行囊到海南、云
南、四川等地开展南繁加代；冬天，北方
万物休眠，他又忙于和国内外育种专家
交流探讨……周晓东夜以继日地与小
麦为伍，辗转各地搜集育种资源，筛选
淘汰了成千上万份麦种。

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2004 年底，
周晓东成功选育了我国第一个“铁秆小
麦”抗倒伏小麦新品种，将黑龙江的小
麦产量由每亩500斤提高到每亩1000
斤。好消息接踵而至：同年 10 月 15
日，我国第二十颗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
回到地面，也带回了周晓东搭载的 13
份小麦品系，共计54克。从那时起，周
晓东进入了航天育种阶段，他先后实施
了3次卫星搭载。目前，通过该项技术
已经选出小麦新品系1000多份。

这位从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仍
心系国家安危。汶川地震后，周晓东向

灾区捐献了10万斤小麦；雅安地震刚发
生，他就把 1 万斤大米运往灾区；2013
年8月份，辽宁抚顺清原县发生特大山
洪，他又给灾区人民送去1万斤大米。

周晓东的爱人在海军服役，常和他
讲起南海岛礁守岛官兵缺少淡水和新
鲜蔬菜的困难。为支持部队建设，他把
家搬到三亚，在试验区里饲养畜禽、育
苗种菜，再用渔船给岛上的官兵送去。
这些年，周晓东累计为西沙岛礁免费送
去新鲜蔬菜 12万斤，猪肉 1万斤，鸡蛋
1万斤。2014年，他还给官兵送去了海
水淡化机，教授岛上官兵就地种植蔬
菜，并给菜园安装了自动喷灌设施。现
在西沙岛礁的瓜菜已经可以正常生长，
黑色旱稻也在岛上种植成功。

“搞育种虽是市场经济主导，但不
能光想着自己的钱袋子，要多想想百姓
的米袋子和国家的粮囤子。”短暂的军
旅生涯让周晓东的人生变得不同，看到
农民受益、国家受益，他觉得一切努力
都是值得的。

周晓东：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拥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路技术能手、

“铁路工匠”等沉甸甸的荣誉，16
年除夕夜都在铁道线上驾驶机车
的刘钰峰，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1999 年 8 月份，刘钰峰从石
家庄铁路司机学校毕业，被分配到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
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
所在段。

从看到英雄机车的第一眼，
19 岁的刘钰峰就被深深吸引。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进入这个机
车组。随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
结束了岗位培训，被选拔到“毛泽
东号”机车组。

为尽快掌握操作规章，刘钰
峰给自己制订了一套学习计划，
白天苦练实战，晚上深耕理论。
他很快成为了“规章一口清、技能
一手精”的技术尖子。

2012 年 4 月份，刘钰峰接过
了“毛泽东号”机车组第十二任司
机长的“接力棒”。

“30 岁出头的小伙子，能担
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吗？”上任之
初，很多人心存质疑。但很快，这
位同行眼里“问不倒的火车头”、
年轻人眼中“神一样的司机长”表
现 出 的 工 作 能 力 让 大 家 心 服
口服。

刘钰峰爱动脑筋，机车组在他的带领下多次解决了重大技
术难题。2016年，他发现HXD3D型电力机车在列车调速过程
中，如若主要使用“空气制动”，能耗则偏高；若主要使用“再生
制动”，又会使列车在运行中易发生冲动，难以确保旅客列车的
平稳性。针对这一问题，刘钰峰探索采用“空气制动—再生制
动”有机结合的操纵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组织编写
了《HXD3D型机车节能牵引列车平稳操作法》，在保证列车安
全正点的前提下，不仅有效提高了旅客列车运行的平稳性，而
且大幅降低了机车能源消耗。该操作法实施后，机车组每月可
减少用电1.9057万千瓦时，节约运输成本支出近1.5万元。面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刘钰峰提炼出的“五字节能操纵办法”，使
机车单趟节电1600余千瓦时，每年可节电38.4万千瓦时。

截至2018年3月底，刘钰峰和同伴们驾驶“毛泽东号”机
车实现安全行驶107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70圈。

“一个人优秀不算优秀，班集体优秀才是真的优秀。”每逢
有新司机上车值乘，刘钰峰都会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并一
对一作车史教育，使新司机打牢“要开‘毛泽东号’机车，先做

‘毛泽东号’人”的思想印记。
每一班“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出乘，刘钰峰只要在单位，

都会亲自把职工送到车上，亲切地叮嘱几句，目送他们出乘。
复兴路上风笛扬。驾驶着“毛泽东号”机车，刘钰峰和伙

伴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新征
程中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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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军在检查腰鼓声音。

王永军是陕西延安市安塞区冯家营村人，他是陕北地区

为数不多的腰鼓手工制作艺人。3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用最

古老的技艺制作腰鼓。据介绍，制作一个腰鼓，需要 10多片

鼓叶，70余枚泡钉，两块牛皮、两个鼓环。只鼓身的制作，大

约就需要原木、方木、弯弓线、锯片、晾晒、粘胶、打磨、刷漆、抛

光、打眼、钉鼓环、钉皮等十几道工序。

整个安塞区，目前掌握这项技艺的手工艺人不多。如今，

王永军的作坊每年能制作2000个左右的腰鼓，也收了几个徒

弟，其中包括他的大儿子王涛。“不能让老祖宗的东西在我这

断了，要代代传承下去。”王永军说。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制鼓手艺代代传

王永军（左）和儿子王涛在制作腰鼓。

现在的安塞腰鼓有很多都出自王永军之手。

△ 国家京剧院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重点剧目《生死契

约》剧照。

▷ 河南文华优秀剧目奖，

黄河戏剧节剧目奖金奖、编剧

奖《刘伯温》剧照。

◁ 青年编剧高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