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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是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剧种，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群
众基础。因为谪儋三年造福海南百
姓的缘故，也因为是“千百年来第一
文人”的缘故，苏东坡成为海南琼剧
的重要创作题材。

《苏东坡在海南》是琼剧的经典
剧目。1998年，时任海南省琼剧院
院长的著名剧作家李放在琼剧电视
剧《东坡劝学》的基础上，将其改造
成舞台本琼剧，并易名为《苏东坡在
海南》。《苏东坡在海南》首演成功
后，曾在海南省内各市县进行巡演，
从而掀起一阵“东坡文化”热潮。
1999年，《苏东坡在海南》进京参加
国庆50周年献礼演出，产生更大反
响。2023年，导演周冰带着团队经
过努力，新版《苏东坡在海南》复排
成功，并进行多次演出，产生较好的
社会反响。新版的《苏东坡在海南》
在继续坚持写实为主的基础上，更
追求虚实相生的意境美，同时在舞
台布景上也注重将诗意朦胧美和写
实的真切美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
更好的视听效果。

《换扇惟逢春梦婆》是周冰导演
的另一部东坡题材的琼剧。该作品
一改元杂剧中消沉、虚无的风格，通
过春梦婆点化苏东坡的小故事，来
展示他晚年在海南三年生活与海南
人民结下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弘扬
苏东坡留下的丰厚文化与其旷达的
精神，极富时代精神。

《东坡海南》是海南省歌舞团根
据史料编排的民族舞剧，曾在国家
大剧院演出，获得成功。这部作品
以东坡赴海南行船上悲凉的心境开
始，通过“翁谪南荒”“黎汉兄弟”“桄
榔劝学”“天涯学堂”“鸿雪大梦”五
幕叙事，塑造出一个在海南获得重
生的晚年东坡形象。《不老的东坡》
作为一部音舞诗画剧，选择苏东坡
人生的重要经历，串联成“遇见东
坡”“明月几时有”“一蓑烟雨任平
生”“我本海南民”“不老的东坡”等
五个章节，从而很好地彰显其超越
时空的精气神。

《海上东坡》是一部以苏东坡谪
居海南三年的生活为背景创作的话
剧，曾在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
旅游大会上演出。该剧着重讲述他

敦睦黎汉、劝学兴农的
故事，塑造出苏东坡喜
乐悲愁、旷达超脱的精
神气度。话剧《载酒东
坡》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洋浦滨海文化广场
首演，获得成功。作品
以苏东坡流放儋州时设
立载酒堂，招收海南学
子为引，引出苏东坡与
章惇的陈年往事，以两
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描
写他们从患难相交到分
道扬镳的历程，并以章
惇逐渐“迷失初心”，来
反衬出苏东坡从始至终
的“不忘初心”。

自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
出川赴京赶考以来，苏轼逐渐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他仕途曲
折，屡屡遭遇政敌打击，还先后被
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是他
过人的才华和随时调适的精神气
度却征服了很多人，并获得极高的
赞誉。千百年来，苏轼一直未曾淡
出大众视线，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
重要对象，更被法国《世界报》评选
为十二个世界级“千年英雄”中的
一个。

苏轼是一个才能全面的文艺
家。他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文
章传世，至今为人们竞相传诵。
在诗作方面，苏轼和黄庭坚并称

“苏黄”，元好问曾以“只知诗到苏
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进行点
评。在词作方面，苏轼和辛弃疾
并称“苏辛”，是豪放词的代表性
人物，但是也有“十年生死两茫
茫”等知名婉约词。在散文创作
方面，苏轼有前后《赤壁赋》传世，
他和欧阳修合称“欧苏”，同列“唐
宋八大家”。在书法方面，苏轼和
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北宋四
大家”，他的《黄州寒食帖》有“天
下第三行书”之誉。苏轼在绘画
方面也成绩卓著，提出了“文人
画”的概念，偏好画枯木怪石、墨
竹等，“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传世画作《枯木怪石图》在佳
士得拍卖场上竞拍价高达 4.1 亿
港元，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
的最高单件拍品纪录。

苏轼也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
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积极主动
作为，造福一方百姓，即便是处于
人生低谷时期也毫不懈怠气馁。
无论是在杭州疏浚八井、治理西
湖，还是在徐州抵御洪水袭击，无
论是在惠州兴修水利，还是在儋州
劝农兴学，都体现了一个儒家知识
分子的担当和作为。

当然，苏轼在政治上并不是一
帆风顺，而是宦途多舛，尤其

是黄州、惠州、儋州更是
处于人生的低谷，但
是他却能够面对逆
境，随时调适，还
就地取材成就
“美食家”的称
号，最终让自
己活得“活
色生香”，并
实现了精神
上的超越，
给后人以极
大 的 启 迪 。
苏轼晚年曾以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来

进行人生自况，可谓
精准。
正因为以多样的文艺作

品对大众的无尽熏染，也因为曲
折人生经历而造就的精神气度对
大众的诸多启迪，苏轼千百年来
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林语堂曾如
此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
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
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
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
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诗
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
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能从苏轼
身上找到共鸣，这就是他能穿越
时空的巨大魅力之所在。他从历
史形象走向艺术形象，更走向文
化形象。千百年来，以苏轼为题
材的各种文艺作品不绝如缕。在
全国持续的“东坡热”中，作为全
民偶像的多面东坡形象，还将继
续传播下去。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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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千古风流 不
老东坡——苏
轼主题文物展”
在海南省博物
馆开幕。展出
期间，海南省博
物馆还特意在
东坡戏台设置
综合文艺演出
活动，演出内容
为全省优秀的
东坡题材琼剧
折子戏、歌舞表
演、诗词演诵
会、民乐演奏等
文艺表演。

作为宋朝
第一“潮人”、千
年“网红”，备受
人们称道的苏东
坡，究竟长的是
什么模样？我们
不可能见过东
坡，但是每个人
心目中都有一个
东坡。从地方剧
种到全国舞台，
从影视剧到纪录
片，舞台艺术、影
视艺术通过具象
化手段，向人们
展示了一个个让
大众沉迷的东坡
形象，从而构筑
起多面东坡。

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独特
的人生体验，也使他成为当代影视作
品表达的重要对象。不同影视作品
中的苏轼由不同的演员扮演，呈现不
同的形态，从而使得苏轼以更丰富的
形象存活在大众记忆中。

20世纪90年代，陈兴明导演的
20集电视剧《苏东坡》（又名《千古风
流苏东坡》）中的苏轼由孙松扮演，从
苏轼金榜题名名震京华开始，以人生
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为背景，集中展
现了他丰富多彩的生活，如爱情、友
情、诗文、政绩、苦难等，给人们认识
历史和思考社会提供了鲜活的视角。

2012年，由王文杰执导、冷成金
编剧的44集电视剧《苏东坡》，则集
中于史实的基础上，适当融入一定的
民间传闻，讲述了苏轼曲折而波澜壮
阔的一生，从苏轼兄弟进京赶考一直
到病逝于常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剧中苏轼
由陆毅扮演，展现其儒雅风流和刚正
不屈的性格特征。

2020年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
主要讲述宋仁宗年间的故事，也有苏
轼出场，尽管只是配角，却也给我们
很大惊喜。在第60集，苏轼在众多
粉丝的千呼万唤下终于出场了——
那是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
担任主考官、梅尧臣担任主要
阅卷人，苏轼和苏辙兄弟进
京赶考，兄弟二人同中进
士，与他们同中进士的
还有很多后来对宋朝
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
人物，因此这一榜被
称为“千年第一榜”。
苏轼虽然在剧中戏份
不多，但是才华横溢、
敢于担当的形象依然
让人动容而印象深刻。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出现了较多以东坡为题
材的纪录片，从而使得东坡形
象更加深入人心。这其中尤以近
几年央视播出的六集纪录片《苏东坡》
和五集纪录片《定风波》影响最大。

《苏东坡》在短短150分钟的篇
幅中以历史场景、文献资料再加上富
有诗意的解说，将苏东坡一生的主要
经历以及最值得为人称道的个性特
征、艺术才华交代得清楚明白，真正
意义上达到化繁为简的表达效果，让
人叹为观止。

《定风波》在表现手法上则有了较
大突破。除了对文献资料、历史场景、
现场访谈等手法继承外，《定风波》大
胆采用了真人扮演的方式，通过演员
聂远的扮演强化了大众对于历史人物
和文化事件的记忆与情感，既有诗意
的叙事话语，又有唯美的影像景观，可
谓是东坡影像化的新突破。

《少年苏东坡传奇》是一部长达
52集的动画片，以古眉州城为视点，
讲述东坡童年时的故事，将人文传
说、民风民俗和生活遗迹等融入其
中，既有家居生活，又有冒险经历，是
一部“合家欢”式的作品，一定程度上
对既有东坡形象形成补白。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苏东坡一生经历曲折，“历
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在很
多地方为官并留下感人至深的
故事。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东坡
迷，这也使得各地舞台通过各种
艺术手段来讲述东坡的故事，这
些东坡形象虽然各有千秋，却以
互文的方式构建起一个立体的
东坡形象。

《诗忆东坡》是由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和眉山市委宣传部共
同出品的一部现代舞诗剧。这
部作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力图艺术呈现东坡诗词文章中
所孕育的中国精神内核，在回溯
中实现与东坡的对话。作为一
部诗剧，《诗忆东坡》有写实的一
面，比如用14枚印章追忆了东坡
的多面人生，也有浪漫的一面，
比如以东坡和弟弟苏辙围绕中
秋明月感悟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从而彰显了东坡内心复杂而又
旷达的精神世界。

新编历史川剧《梦回东坡》
在完整呈现东坡人生经历的同
时，注重演绎人生的重要转折
点，比如黄州悟道、修建雪堂、壮
赋赤壁、惠州造桥、儋州化民等，
塑造了一个乐观、豁达、幽默的
鲜活苏东坡形象。在苏东坡重
要贬谪地黄州、惠州也有地方剧
种以东坡为题材的舞台作品。
比如湖北黄梅戏剧院的黄梅戏
《东坡》、广东省粤剧院的粤剧
《东坡与朝云》、广东省木偶艺术
剧院的木偶剧《东坡问月》等也
均有特色，既挖掘人物的精气
神，又融入地方文化，成为当地
重要的文化作品。

查丽芳执导的话剧《苏东
坡》于2018年首演成功，并于次
年获得第八届“国际戏剧学院
奖”优秀剧目奖。这部作品以乌
台诗案为起点，到常州病逝为
止，勾勒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后
半生，给人以极大的精神启迪。
在艺术呈现上，《苏东坡》有意将
传统川剧艺术和现代话剧艺术
融合起来，从而打造新奇的舞台
效果。

《人生的盛宴》是一部东坡
题材的音乐诗剧，讲述了苏东坡
耳熟能详的诗词背后故事，用国
乐搭配诗词，以时间为线索，展
现东坡丰富的内在情感世界和
传奇人生遭遇，塑造出一个鲜活
且带着烟火气的苏东坡，更传达
出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如
何在人生的失意与困顿中，用爱
与乐观对抗虚无。”在艺术呈现
上，《人生的盛宴》以一叶孤舟为
意象，既讲述了东坡在人生长河
中的大喜大悲和大彻大悟，也让
观众在方寸舞台的流转中体会
东坡的人生厚度和宽度，最终实
现了跨越千年的心灵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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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东坡海南》剧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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