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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石：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您写过
诗，写过曲艺，写过小说，可近四十个
春秋一路走来，您居然成了戏剧界的翘
楚——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
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剧
协名誉主席。那么，您是怎样走上戏剧
创作道路的？又为何那样情有独钟？

任金义：我是 1975 年从闫集中学
调到原商丘县文化馆的，那时我主要搞
诗歌和小说创作。1979年底，刚从原商
丘县文教局分出来的文化局要设剧目
组，于是，我被调到剧目组。在此之
前，我曾在 《河南文艺》 发表小说 《聋
爷爷》，在 《少年文艺》 发表小说 《爸
爸的朋友》。

剧目组的任务就是写戏，再写小说
就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只能忍痛割爱，
开始研究“凤头、猪肚、豹尾”的戏剧
结构和“押韵合辙”的戏剧唱词。1980
年，我创作了独幕戏 《巧成媒》，在
《天津演唱》 上发表，由原商丘县豫剧
团搬上舞台，在商丘地区戏剧调演中，
获剧本创作一等奖。1981 年，我创作独
幕戏《会亲家》，这个戏被推荐参加了全
省的剧本研讨会，并由省剧协编印出书。

我还创作过一部小戏叫 《抬头见
喜》，女主角由柳琴著名演员况素真扮
演，参加了河南省 1983年现代戏调演。

1985年初，我创作出平生的第一部
大戏 《豆腐李招亲》，该剧由原商丘地
区豫剧团搬上舞台，获第二届 《河南戏
剧》 优秀作品奖。1987 年，《豆腐李招
亲》 被拍成电视艺术片，播出后在社会
上影响很大，并在第三届全国戏曲电视
剧评选中荣获三等奖。从此，我算与戏
剧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正走上了戏
剧创作之路。

杨石：戏剧之根深植于人民沃土，
而传递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则应是它
创作的主旋律。那么，您在戏剧创作实
践中，是如何贯彻或者体现这个精神的？

任金义：作为一个剧作者，要想为
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就必须到人民
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
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
吟、无魂的躯壳。”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我感
触非常深。我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文艺创作的，那时候，我的家在农村，
参加工作后又连续十几年到农村蹲点，
对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先后
创作出 《豆腐李招亲》《樱桃女》《苦楝
花》 等戏剧作品，还创作出 《换当家》
《一份新彩礼》《兰香劝夫》 等许多曲艺
作品，不少作品还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
的奖励。由于我长期到农村深入生活，
为农民树碑立传，1991年，被评为全国
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并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2 年，
组织上让我担任了商丘县文化局局长，
八年后又担任了市豫剧团团长和市文化
艺术学校校长。

2010年，我从市文化艺术学校校长
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随即买了一辆自行
车，天天到农村转。找老朋友聊天，去
老同学家串门，到我蹲过点的村子看看
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还常常和几个农
民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庙会。

我重新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从 2012
年开始，我在 《百花园》《商丘日报》
《京九晚报》 上发表了 《耿婶》《屈嫂》
《永远的笑容》《小岳庄拆迁记》《路
碑》《柳翠儿的美人计》 等数十篇文艺
作品。

为了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我
还根据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的事迹创

作了大鼓书 《救援风波》，为商丘春晚
创作了 《老百姓的喜悦》《干部与老百
姓心连心》，均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杨石：能够展现大真大爱大美，传
递当代中国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念，体现
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民的审美追
求，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地
统一起来，便为优秀作品。您创作了大
型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等共 14 部优秀
剧本，获大奖 10 多项。其中，《乡村女
支书》 在国家级刊物 《剧本》 发表，并
与 《李香君》 剧本分别获得中国戏剧文
学学会银奖和铜奖；《睢阳忠烈》（与人
合作） 获中国戏曲“金三角”编剧奖，
第十届黄河戏剧节最佳剧目奖和最佳编
剧奖；《天下清德》（与人合作） 和 《小
推车》《豆腐李招亲》 等获省戏剧大赛
剧本创作奖；新编历史剧 《商祖王亥》
今年入选河南省重点项目。剧本乃一剧
之本。您是如何把一个个剧本经营成优
秀作品的？莫非有什么诀窍？

任金义：创作没什么捷径可走，要
说诀窍，那就是多看、多走，像古人说
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所谓多
看，就是多看经典剧作和比较受观众欢
迎的戏剧，还要多看名家的创作体会和
理论文章。凡是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戏剧
创作方面对我有启发的文章，我都要搜
集到一起，没事的时候反复看。别人剧
本中的精彩唱段，我也要记在本子上。
好的剧本要看，一般的剧本也要看，看
后写一篇读后感。所谓多走，就是经常
到生活中去，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些素
材，构思的剧本暂时用不上，可说不定
下一个剧本就有大用。我常常把写剧本
比作盖房子，你事先准备的材料越多，
盖起房子就得心应手，想盖什么样的就
盖什么样的。如果你准备的材料紧紧巴
巴，刚够盖一座房子，甚至有的材料还
差不少，你盖起房子就会费劲，别说把
房子盖得别致美观，能凑合成就不错
了。最近，我以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
队长黄伟为救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两次
捐献干细胞的事，写了一部剧本。为了
写好这个戏，我与黄伟一起去武汉采访
他救助的那个女孩胡潇予。胡潇予讲了
整整一下午，前因后果已经很清楚了，
但我坚持要采访胡潇予的爸爸和妈妈。
我要听听他爸妈当时的感受。剧本初稿
写好后，好多人读剧本就读得泪流满
面。

杨石：“ 诗 文 随 世 运 ， 无 日 不 趋
新。”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反复强调
创作者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
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宋代诗人黄庭坚也
说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
逼 真 。” 显 而 易 见 ， 创 新 是 文 艺 的 生
命。我认为，您在戏剧创作创新方面肯
定是下了几番苦功的。

任金义：把剧本写得让观众看着耳
目一新，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好的剧
本，一定是题材新、人物新、情节新、
语言新、理念新。这五新，一个剧本能
做到两新就不错了，如果一新也不新，
那就落俗套了，这个剧本就没有可取之
处。在创作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创新
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命题作文”，难
度更大，因为题材、主题和主要人物，
都是演出单位事先定好的。在这种情况
下，除了认真采访外，就是充分调动自
己的生活积累，力争避开同类题材的作
品。例如我创作现代戏 《小推车》 时，
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后，我开始构思剧
中的人物。离我家三里路就是淮海战役
总前委旧址，小时候常听村里人讲发生
在淮海战役前后的故事。闫集街上有一
个民团头子闫经本，他经常带着人去解

放区扫荡。一次，他为了向上级邀功，
抓住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硬说货郎是

“八路探子”，把货郎活埋了。每次去闫
集赶集，村里人就说，这里就是活埋货
郎的地方。我想，货郎死了，他的妻子
会怎样？于是，脑子里就有了 《小推
车》 里的主人公顾大嫂的形象。从顾大
嫂又联想到他的亲家冯木匠，这样，顾
大嫂的儿子小柱子和冯木匠的女儿兰
兰，就一个个活跃在我的面前。

有时，为了使剧中的某个情景在
舞 台 上 更 好 地 呈 现 ， 就 要 想 办 法 出
新 。 比 如 我 在 创 作 《黄 河 古 道 梨 花
开》 这部戏时，有这样一个情节，还
没授粉的梨花遭遇到一场酷霜。如何
表现梨花遭霜打？我先让一群扮作梨
花的少女上场，他们边舞边唱：“花儿
秀，风儿柔，月下舞长袖。洁似雪，白
如藕，香气盈田畴。”突然，由苦霜变
成的魔鬼张牙舞爪上来。霜魔也边唱
边舞：“我是苦霜，我是苦霜。最恨梨
花美，最妒酥梨香。今夜挥动无情棒，
梨园逞凶狂。”霜魔挥舞大棒，众梨花
仙女四散奔逃，霜魔“哈哈”狂笑，追
着下去。每次戏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报
以热烈的掌声。

杨石：戏剧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
的底蕴，而且还要有传统文化的血脉。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
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讲和谐等思想，有自强
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助
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
我毫不怀疑，您在戏剧创作中对此一定
做了传承与弘扬。

任金义：这些年，我创作的戏剧作
品，几乎全是正能量的，不少作品都包
含着崇尚仁爱、以民为本、守诚信、讲
和谐的内容。我的第一部大戏 《豆腐李
招亲》 中的主人公李水田就是仁爱诚信
的代表。改革开放后，李水田靠做豆腐
发了家，赌徒王二邪利用自己的妻子刘
霞妹去骗取他的钱财。当李水田知道自
己被骗后，不但没有为难刘霞妹，还帮
她找回被丈夫卖掉的儿子，并拿出路
费，送刘霞妹母子回家。这样的例子很
多，在剧本 《儿大不养娘》 中，我用辛
辣的笔法，讽刺鞭笞了不孝之子米大宝
和米二宝。在剧本 《乡村女儿梦》 中，
用满腔热情歌颂了金彩凤对因车祸致残
的丈夫黑大壮不离不弃，对婆母疼爱有
加的高尚品质。

杨石：戏剧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表现
丰富的生活，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加
以典型化，形成紧张、激烈的戏剧冲
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方能紧紧抓
住观众。正所谓“戏就是冲突，没有冲
突便没有戏”。您安排戏剧冲突举重若
轻，进而塑造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做
法肯定不少。

任金义：写戏必须写矛盾，矛盾冲
突越激烈，越能抓住观众的心。上世纪
80年代，我刚开始文艺创作的时候，开
封著名曲艺艺人王元伦给我说过这样的
话，一部戏要想好看，就要写坏人想法
害好人，观众担心好人的命运，才能越
看越入迷。他所说的坏人，不一定全是
十恶不赦的恶人，更多的时候，是指有
一定毛病和缺点的人。比如我创作的现
代戏 《张老西嫁女》 中的张老西，就是
一个财迷心窍的普通人。最近几年，高
价彩礼之风在农村悄然兴起。不少人家
为高价彩礼债台高筑，有的甚至闹出了
人命。为了用戏剧的形式反映这一现
象，我颇费一番脑筋。我构思了两户人
家，张家和李家，张老西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大烦已经结婚，二女儿二盼正该

订媒。李母年轻守寡，生活困难，好不
容易给大儿大强娶上了媳妇，二儿子小
强又到了结婚的年龄，可偏偏小强与张
老西的二女儿二烦谈起了恋爱。李母省
吃俭用给小儿子盖起了二层楼的婚房，
又东借西磨凑够了十万块钱的彩礼，可
张老西突然狮子大张口，彩礼升到二十
万块钱，这样李母和张老西之间就形成
了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使矛盾更
激烈，我又设置了李母的大儿媳大翠这
个人物。大翠结婚时，住的是四间平
房，见婆母给婆弟小强盖了两层小楼，
心里极不平衡，就给婆母大吵大闹。这
样亲家之家、婆媳之间、父女之间，甚
至恋人之间，矛盾冲突迭起，一环紧扣
一环。动情处，闻者垂泪；欢快处，又
令人捧腹。

杨石：有论者言，戏剧的情节一般
是突出主干，单线发展，情节复线发展
的剧本很少。只有如此，方可在有限的
时间里将主要内容清楚地表现出来。您
那些成功的剧本创作堪称匠心独运，展
示了巧妙剪裁的非凡功力。

任金义：一部戏，要有一条主线，
若干条副线，副线也是为主线服务。就
像一棵树，枝蔓不能超过主干，如果枝
蔓比主干还粗还大，说明主干已经缺乏
生命力。对于一部戏来说，“枝蔓”超
过“主干”，就是写跑题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为洛阳市豫剧二团创作了一部
现代戏 《苦楝花》，戏的主线就是“换
亲”。自始至终，剧本围绕“换亲”设
计人物、设计情节、设计矛盾。戏一开
始，楝花与恋人在村头约会，被嫂子发
现，因为嫂子与楝花的哥哥结婚前两家
约定，一旦楝花到了结婚年龄，就要嫁
给嫂子的娘家哥。嫂子回娘家报信。接
着就是逼亲，楝花已知嫂子的哥哥是个
傻子，死活不依。嫂子抱着两岁的儿子
回娘家，楝花的爹为了传宗接代，以死
相逼，最后酿成悲剧。《苦楝花》 在河
南省戏剧大赛中获银牌，剧团已演出数
百场，很受观众欢迎。除 《苦楝花》
外，我创作的多部戏都是围绕一条主线
展开。

杨石：戏剧语言既要口语化——通
俗易懂，又要富有表现力——深刻而含
蓄。而要做到杜甫说的“为人性僻耽佳
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委实不易。对于
戏剧台词，您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可
谓呕心沥血。也许经过了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的过程，有过“独上高楼”寂寞
的感受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领悟。

任金义：戏剧语言不但要求口语
化，还要个性化。我初学写作的时候，
身上总要带个小本子，每听到一句鲜活
的语言或者有一定哲理的歇后语、笑
话，就记下来。天长日久，日积月累，
再加上自己的发挥，作品中的语言就越
来越生动。例如，我写 《豆腐李招亲》
时，豆腐李的弟弟唯恐哥哥受骗，就把
哥哥与新“嫂子”关在一个屋，先把生
米煮成熟饭再说。豆腐李坚决不同意，
说“强扭的瓜不甜”，弟弟说“不甜也
比没瓜吃强”。弟弟的话一落音，观众
就笑得前仰后合。我曾听到过一个经典
笑话，老张和老李都是“杠头”，见面
就抬杠。一次老张说：“凡是我没见过
的我都不承认是真的。”老李问：“你见
过你老祖爷吗？”老张说：“没有。”老
李说：“那你能说，就没有你老祖爷这
个人？”一句话，问得老张无语。后
来，我把这个笑话用到 《雨燕衔春》 这
个戏里，收到很好的戏剧效果。为了把
剧中的唱词写得准确、写得感人，我总是
煞费苦心。在新编历史剧《天下清德》

中，一场暴雨，房倒屋塌，田毁人亡，主人
公宋荦面对哭声一片的百姓，唱道：莫流
泪，莫悲伤，泪水不能当米粮。苍天打
来无情棒，咱偏一偏脑袋用肩扛。

当宋荦被贪官陷害，罢官免职，修
堤的百姓被驱散，他一人孤零零地站在
河堤上，百感交集，唱道：虽说我也是
那官宦子弟，却深知老百姓实在苦凄。
披星戴月五更起，弯腰曲背两腿泥。过
了冬雪盼春雨，三伏天晒脱几层皮。从
种到收忙四季，多少汗才能换来粮一
粒。当官若不为百姓想，就该天打五雷
劈。皇上南巡察民意，就应该报实情有
一说一。问心无愧天和地，一缕清风为
社稷。丢官削职何所惧，就是死，我也
要化作这堤上一坨泥。

扮演宋荦的商丘市豫剧院演员王效
领说，他每唱到此处，总是满眼热泪，
一段唱词，观众会鼓掌四五次。

杨石：生活滋养戏剧，戏剧照亮生
活。近四十年的戏剧创作，您尝够了、品
透了“梨子”的滋味，定有不少独特的心
得、非凡的感受供人分享吧。

任金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每
当我写不出作品时，我就想想我的老家
睢阳区闫集镇天地庙村，从东头到西
头，一家一家地想，谁家最近出了啥
事，这事是否有代表性的意义，如果自
己觉着新鲜好玩，就把它写成作品。安
徽省文旅厅的专家和领导为我的现代戏
《张老西嫁女》 在合肥召开剧本研讨会
时，大家在肯定剧本的基础上，提出张
老西收取高价彩礼的根源是什么，找到
根源，才能对症下药。一般情况下，闺女
出嫁收高价彩礼，是用这笔彩礼娶儿
媳。可张老西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他为啥也要高价彩礼？安徽省戏剧界一
位专家王长安说，这个问题解决了，这
个戏也就成功了。回到商丘后，我带着
剧本到过去蹲过点的睢阳区郭村镇万庄
村、闫集镇余火楼村，给农民朋友读剧
本，大家听了剧本说，张老西是以前穷
怕了，现在又怕两个女儿一出嫁，没人
问自己的事，所以拼命要彩礼。我豁然
开朗，很快完成了剧本的修改。该剧已
演出几十场，2020年，还参加了安徽省
优秀剧目线上展演。

杨石：人民需要戏剧，戏剧需要人
民。多年来，本地与外地的豫剧团排演
您创作的剧本屡屡获奖：仅获得省级金
奖或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就有 《睢阳
忠烈》《乡村女支书》《天下清德》《小
推 车》《黄 河 故 道 梨 花 开》 等 5 部 大
戏。《豆腐李招亲》 被拍成艺术片，全
国 30 多 家 电 视 台 播 放 ， 央 视 播 放 三
次。时代需要戏剧放歌，戏剧需与时代
同步。在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奋力开启新征程的语境下，您定
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和期许吧？

任金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
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
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
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
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
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
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
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
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
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
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
民放歌。”“心、情、思”的
一体，这既是身与心、理性
与情感的同步，也是知与
行的合一。今后，我将努
力深入生活，创作
出更多更好让人民
满意的文艺作品。

生活滋养戏剧 戏剧照亮生活
□ 任金义 杨 石

7 月 19 日，夏邑县杨集镇胜庙村村民在排练广场舞。该村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修建村文化大
舞台、文化广场、农家书屋，让村民有了文化活动场地，增添了村民幸福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7 月 18 日，市级非遗项目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魏威威在日月湖景区智慧书屋教儿童拓印年画，让
儿童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7 月 18 日
在 山 东 临 沂 召
开 “ 新 时 代 山
乡 巨 变 创 作 计
划 ” 推 进 会 ，
旨 在 弘 扬 老 一
辈 作 家 深 入 生
活 、 扎 根 人 民
的 精 神 ， 推 出
一 批 形 态 丰 富
的 文 化 精 品 ，
不 断 壮 大 中 国
文学有生力量。

据 介 绍 ，
“新时代山乡巨
变 创 作 计 划 ”
聚 焦 新 时 代 中
国 农 业 、 农
村 、 农 民 在 经
济 、 生 活 、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巨
大 变 化 。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
在 作 家 周 立 波
的 家 乡 湖 南 益
阳 清 溪 村 启 动
以 来 ， 受 到 文
学 界 的 热 烈 响
应 和 社 会 各 界
的广泛关注。

作 家 们 自
觉 走 进 乡 村 振
兴 第 一 线 ， 掌
握 了 大 量 鲜 活
生 动 的 写 作 素
材 ， 推 出 了 一
批 具 有 时 代 意
义 和 现 实 温 度
的优秀作品。

截 至 目
前，“新时代山
乡 巨 变 创 作 计
划 ” 共 收 到 作
品 1000 余部，经
认真评议论证，
遴 选 出 30 余 部
进 行 培 育 。 这

些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
充分显示出作家们开掘新的
乡土叙事的努力。

其中，关仁山的 《白洋
淀上》、杨志军的 《雪山大
地》、王松的 《热雪》和欧阳
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作为第
一批出版项目已经出版。

18 日的推进会上发布
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
11 部，包括周瑄璞的 《芬
芳》、翟妍的 《长河荡》、朱
朝敏的 《水未央》 等。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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