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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音乐大旗，传播红色之光
——评新剧《有盐同咸》

蒲晓春  任飞 *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是一部融传统红色文化、地方文化和当代创作理念、创作技法于一体的典范之作，更是一部放射
出井冈山精神新时代光芒的初心之作。本文以该剧为研究对象，对其艺术特色、时代精神及教育价值等方面进行探索分析，发现
该剧具有叙述题材个体化、音乐曲调民族化、舞台设计多维化等独特之处，同时具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民族文化的
重要时代精神及教育价值，是一部兼具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优秀戏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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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现代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由著名剧
作家罗周担任编剧，著名导演童薇薇执导，以及
一批作曲家、舞蹈编导、舞美设计师历时三年倾
力创排。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已在北京、吉安、
南昌等城市公开演出，所演之处，皆座无虚席、
掌声雷动。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曾寄予了殷切希望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而该剧
正是一部放射出井冈山精神新时代光芒的初心之
作，充分展现了吉安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也
正因为如此，该剧曾先后入选 2023 年江西省“五
个一”文艺精品创作资助项目、江西文化艺术基
金 2023 年资助重点项目、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
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年度资助项目
等。

全剧以第四次反围剿为背景、以“盐”为媒介、
以爱情为线索、以井冈山精神为魂、以庐陵文化
为骨，将“盐”“红军精神”“人民群众”三者
相结合，并充分利用了《反川调》、《别店调》、
《探妹调》等江西特色采茶戏曲牌和吉安民歌，
通过《分盐》、《埋盐》、《化盐》、《饮盐》、

《识盐》、《歌盐》六场戏的环环相扣架构起整
个故事的叙述，生动再现了红军坚持与群众“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誓言“只要红军有盐吃，
就得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的”感人场景。

观看之后，笔者颇感震撼，深以为此剧不仅
是对吉安传统采茶戏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精神的弘扬。

一、艺术特色

（一）叙述题材个体化
《有盐同咸》讲述的是井冈山一个普通山歌

妹子的成长之路。故事从七秀因家境贫寒被迫出
嫁当小妾开始，七秀的悲戚之声引起了路过红军
的关心，为解救七秀，红军将无比珍贵的半罐盐
和三块大洋相赠。从此，那个“个子高高、腰板
笔挺、走路带风”的红军背影，在七秀心底生根
发芽。当红军连长杨鸿飞带战士们来给乡亲们分
盐，七秀便认定那个背影就是此人，于是爱上了
杨鸿飞。当她沉浸在对爱情的向往时，阴差阳错
的以为罗书记和杨鸿飞是夫妻，伤心的七秀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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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将感情埋藏心底。在得知红军被困消息后，
七秀不惧危险，义无反顾的奔赴战场寻找杨鸿飞，
她化盐入衣、奔上群山，在战场上与杨鸿飞和罗
书记相遇，并得知两人并非夫妻，误会解除，七
秀终于大胆和心爱之人示爱。此时却发现七秀认
错了人，杨鸿飞说自己一直在湖南打游击，并没
有来过江西，不是七秀日思夜想的那个人。面对
这一切，七秀忽然意识到自己爱上的那个背影并
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整个红军。历经重重困
难，两人最终在杨鸿飞临死前结了婚，还将无比
重要的工农兵政府大印交给了七秀。七秀以军属
的身份带着大印回到村子，用自己的歌声劝降了
整支白军。

整个剧情以“盐”和七秀阴差阳错的爱情为
线索。六场因盐而起的故事分别描写了七秀爱情
的萌芽、爱情的破灭、对爱情的追寻、爱情的求证、
爱情的获得和最后爱情的升华。在整个对爱情的
追求和印证中，七秀的信仰也逐渐形成并坚定自
己选择的路，个体之爱最终上升到阶级之爱和对
理想的执着。这样的叙述方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以往我们的文艺作品热衷于塑造作战英雄和讴歌
领袖光环，这种叙述题材往往忽略平明百姓举足
轻重的地位。[6] 而《有盐同咸》巧妙地打破了传
统英雄历史题材的桎梏，转而聚焦于个体的声音
与经历，凸显出小人物也可以彰显大情怀，尊重
并强调了平民的真实体验和价值，让观众从中感
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

（二）行动动机个人化
在传统历史题材创作中，其行动驱动力往往

是宏大叙述。而在在七秀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
一个与众不同的动机，即从懵懂中逐渐清晰起来
的爱情。这样的描绘赋予了剧中人物更为深厚的
身世感和命运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个体的
复杂性、人性和真实性。同时，这种对于个人动
机的描绘也使得剧中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动人。
更重要的是，这种处理方式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
一个更为贴近生活的起点。它不再是一味地强调
英雄的伟大和崇高，而是从人物的情感、心理出
发，为他们的成长和转化预留了丰富的空间，这
使得观众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他们的成长与变化。

（三）英雄人物草根化
塑造典型人物向来是衡量文艺作品深度和品

质的重要标尺。然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往往会
走入这样两个误区：第一，将‘典型性’等同于
刻板印象，按人物身份作定性评价，导致形象干
瘪、无趣 ...... 第二，由于‘歌颂’情结的驱使，
人物形象陷入‘完美人格’陷阱，使之缺乏真实
性和可信度。”[7] 在《有盐同咸》这部剧中却完
美打破这一误区。该剧所塑造的英雄并非传统意
义上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具有平民特色的普通人。
这不仅令人印象深刻，更颠覆了传统英雄形象的
刻板印象。最突出的角色就是女主角七秀，她是
来自井冈山最底层、最平穷的百姓，虽然不识字
没有文化，但她爱恨分明、懂得感恩、勇敢无畏。
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逐渐成长，这样的人物形
象真实可信，亲切感人。剧中七秀和红军连长杨

鸿飞的情感线索，展现了英雄在情感方面的丰富
性和细腻性。这种平凡人的情感经历，使得英雄
形象更加接地气，更加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此
外，还有七秀的同乡长根，他善良、淳朴，对红
军充满敬意和支持。长根一直暗恋七秀，虽然知
道七秀心有所属，但一直默默守护，不顾危险陪
伴七秀奔赴战场寻找红军，甚至在危机时刻，为
了七秀能够轻装照顾杨鸿飞前行，毅然决然带着
孩子回村。他的深情和善良让观众为之动容，同
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
世界，他的形象也是无数普通人物的缩影。该剧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成功地塑造了一
个个非典型的草根英雄形象，让我们重新审视了
英雄的定义和价值。同时，它也让我们深刻感受
到了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力量和重要性。

（四）音乐曲调民族化
在戏曲表演中，唱腔与音乐无疑是展现剧情

人物性格、表达情绪的重要工具。《有盐同咸》
这部剧的音乐可以说是对吉安采茶戏的回归与创
新，在唱腔上既传承了优秀传统采茶戏的精髓，
又巧妙的融入了现代戏曲文化的创新元素。众所
周知，吉安采茶戏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唱腔曲调，
而这些唱腔曲调在《有盐同咸》中得到了充分的
运用。如杨鸿飞出场时所时唱的“心怀火种手有
枪”运用了《慢川调》，七秀邂逅杨鸿飞时唱的
“猛地一见这背影”则运用了《反川调》，长根
来找七秀时唱的“见到浓茶口会干”以及误会解
开时唱的“只为妹子不识字”都运用了《探妹
调》，长根与七秀他们分别单独带孩子回村时所
唱的“哥有心，妹有心”运用了《别店调》...... 多
种多样的曲调让整部作品更具有表现力。剧中除
了使用传统的唱腔曲调，还融入了一些创新的元
素，比如，在塑造有留学经历的罗思齐时，运用
了苏联民歌的曲调配合《红军最强大》的唱词；
以小井医院为背景时，运用的是《红米饭南瓜汤》
的曲调。这种创新性的融合使得人物塑造更加丰
满、情绪表达更加准确。此外，该剧还融入了当
地民歌、民谣，使之具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强烈
的地域文化。总之，整部作品的音乐形式丰富多
彩，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剧情紧密结合，通过
“歌”贯穿、串联起整个故事。这种音乐与剧情
的紧密结合，使得该剧的主题更加鲜明，观众在
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剧情。

（五）舞台设计多维化
“戏曲舞台设计是一项复杂的、高度集中和

统一的，富于想象、含蓄，同时又具有某种矛盾
的舞台美术创作。”[5]《有盐同咸》的舞台设计
极具特色。故事围绕井冈山地区发生，表演过程
中空间转换频繁，不同的空间并置、再现都自然
顺畅的切换，并能准确把握戏剧情境，推动剧情
不断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升降的三座桥和
桥下隐藏着的一座旋转台，通过现代技术的操作，
创造出多维度的舞台空间，根据不同的场景，构
成不同的空间，表达不同的意境，表演空间得到
了极大的拓展，给观众带来无限的想象。例如，
序幕时，第三座桥升起，一行红军迈着坚定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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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走过窗前，其中一位红军战士驻足片刻，而他
的背影成为了七秀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记忆，永
远镌刻在她的心灵深处。第三场时，七秀踏上寻
找红军征途，三座桥同时升起，构成一座山。这
场戏以七秀为中心，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手法和悲
壮的音乐，展现出她内心的坚韧。当七秀登上山
顶时，桥下的旋转台转出小井医院里牺牲的战士
们。此时的桥与旋转台交相辉映，一端连接着平
凡的人间，一端通向残酷的炼狱。同时与深红色
的灯光搭配，展现出历史的沧桑。第五场时，杨
连长与七秀生死道别，杨连长站在桥上随着音乐
声缓缓升起，多媒体影像和投影中树叶缓慢飘落
与井冈山大地融为一体，象征着他永远留在了井
冈山 ...... 总的来说，《有盐同咸》的舞台设计通
过精心策划和创意呈现，成功地将历史与现实、
传统与现代、情感与视觉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

二、时代精神与教育价值

（一）时代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采茶戏《有盐同咸》通过艺术手段再现了红军与
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感人场景，深刻
的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个方面。剧中
人物在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时，始终坚定信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
牲自己的爱国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敬业，为观众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剧中的党群、军民关系生动的展现了他们相
互扶持，一起抵御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而努力奋斗的深厚感情和友善关系，而这种友善
关系又是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红军坚持
“只要红军有盐吃，就得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
的”的誓言，这种言出必行、信守承诺的诚信精
神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年代，诚信都是人与人
之间交往的基石。总而言之，整部剧用艺术的语
言恰到好处的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重要的时代精神。

（二）教育价值
《有盐同咸》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

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民族文化传承之作。其作
为一部吉安采茶戏，首先展现了这一地方戏曲艺
术的独特魅力，通过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优美的
唱腔和独特的表演形式，将吉安采茶戏的艺术魅
力展现的淋漓精致，有助于观众了解并喜爱这一
地方戏曲，从而促进它的传承与发展。该剧还融
入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通过“盐”这一文化
符号，不仅展现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寓意
着中华民族在困难时期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
神。这种文化符号的运用，使得该剧在传承地方
戏曲的同时，也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提升了
民族文化软实力。与此同时，剧中通过红军与群
众之间的感人故事，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中英雄

事迹，既让观众重温了先烈的英勇事迹，也激发
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这对于弘扬红
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有盐同咸》是一部聚焦小人物，
反映大主题的红色艺术作品。以草根人物七秀的
感情经历为线索，让整台作品贴近生活；以盐为
媒介，展现出红军与群众的鱼水情深；加之多种
艺术特色的综合运用和近乎完美的舞台呈现，使
之成为一部兼具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优秀戏曲
作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该剧将继续在戏曲
艺术的海洋中绽放光芒，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传
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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