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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云的诗剧《洒满月光的荒原》是一部极为真实的作品。读过它的人都认为它深沉有分量：认为它通篇是诗一一结构飞语言。……

都是诗;如果说它是“剧”，不如说它更象诗！ 

 

    《洒》剧在龙云自己的创作中是一次大的跨进，剧本的哲理内涵，尤其在艺术观念、艺术方法方面都是一部创造意识很强的作品。

正因为如此，也带来了读它的困难。有的同志说：“看本子时令人感到迷惘！”“……至于它的艺术性，由于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清

晰点，……给他的作品带来了许多理解与评论的困难，……很多东西、如结构、处理方法等，说老实话，没有全看懂。”而且“以往

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他这个剧本。”有的理论家认为：“许多场景、人物心理、想像、思绪、理性认知，马兆新都做不到，只有作家是

全能的上帝，但作家却是通过马兆新或其他人的嘴。这种写法，它的价值及舞台如何表现，用目前的理论讲不清。”甚至有的同志预

言：“这个戏在中国的第一次演出可能要失败的。”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具有强大的魅力o(以上引文均引自一九八七

年十二月“李龙云戏剧作品研讨会纪要”)我认为，《洒》剧有一种特别的美质；作品中有历史的、社会的、道德的、爱情的评判，

因而既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也有现实意义。这个作品中大量的独白和心灵交感，把戏剧的散文结构推向极限，给戏剧二度创作带来了

难题。我想，经过演出的探索，可能会实践着某些创．作上的或戏剧美学上的课题，(一)探测《洒》剧的结构有个疑问，龙云

《洒》剧中追求散文化，追求诗情和诗的结构，解剖这个剧本时应不应该或能不能够从分析冲突入手?尽管戏剧文学上已经提出不依

靠冲突和行动来塑造人物，表现哲理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但既然是面对一个戏剧作品，我还是宁愿从分析冲突和行动入手；而且

我想，正因为某些不以冲突、行动为“支架”的剧本，人物、哲理、诗情都“飘浮”在动人的诗的语言、诗的形象的描绘中，对于这

样的剧本我更愿意努力去探测作品的“钢筋骨架”。当然，诗的语言也可能是充满冲突和行动的，尤其是撞击人物内心的冲突，

《洒》剧中的许多诗句非常精彩地写出男女主人公的内心冲突。然而在《洒》剧里有许多诗的语言却是人物情感、感受的抒发，是心

境的描绘。1987年12月在西山举行的龙云的作品研讨会上一位评论家说：“……(《洒》剧)的语言，人物台词，有的象旁白飞有的是

独白，这种旁白、独白又带有心境抒发。有的是描写性的，有的简直是叙述性的。有的可以看作舞台提示，可以看作是对场景的一种

描绘。而且它不是偶而出现的，是经常有的，是作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体现形式的。”是的，龙云无意苦心经营戏剧的冲突和行

动的结构，洒脱地写来，向散文结构的极限信步走去，给演出它带了极大的困难！而我则产生了莫名的冲动：戏剧究竟能够离开戏剧

冲突(即行动)结构多远！?散文结构或“内心独白”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系得住剧场的张力；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得了观众对于戏

剧的期待！?我和文学顾问谭霈生教授等热心这个剧本上演的同志与龙云有过许多有趣探讨，在才华四溢的诗句、内心独白中去寻

找，去结札和构建戏剧行动结构的“脚手架”；后来由龙云割爱，删去一些过剩的描绘性的诗句，使得剧本原有的不甚坚实的行动内

骨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同时，我将皈依剧本，基本上根据文学剧本的美质去组织舞台行动，寻找与文学剧本相统一、协调的音符和

色彩，去呈现这个剧本所固有的散文结构的文学美。 

 

    《洒》剧的“双重结构”《洒》剧结构上有个“双重结构”(1)人际间的冲突：这是人物心理冲突的外因或人物心理冲突的外化如

“落马湖王国臣民”与“落马湖王国国王”间的冲突；以及落马湖王国臣民之间的冲突；(2)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如：马兆新内

心的冲突、细草的内心冲突、李天甜的内心冲突和苏家琪等人的内心冲突，还包括二十年后的马兆新与二十年前的马兆新之间的冲

突；作者还以重墨写了于常顺的内心冲突。我以为，毛毛这个形象的设置，不仅展现了于常顺的性格和人性的复杂面，而且可以说，

她是作为于常顺复杂心灵的一种外化因素而存在，于常顺与毛毛的对话，可以视为于常顺健康人性的独白。人际间的冲突是支撑剧

本和演出的“钢筋骨架”，它不仅是戏剧情节的线索，而且是人物内心冲突的“物质”依托。如果说“《洒》剧在龙云自己的创作中

是一次大的跨进”，那就是《洒》剧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剧本结构。这个“追求”就是对人物心灵的深入剖露；这个结构，就是“剖露

人物心灵的结构”或“内心独白结构”。 

 

    人际关系，人际间的冲突是人物心灵的形式；主人公们的心灵历程则不仅是人际关系的最真实的内在基因，也是作者要向人们提示

的文化内蕴、生活哲理的内在基因，当然也是主人公们自己命运的内在基因。《洒》剧将要审视包括创作者在内的一代人的心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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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正因为如此，我对《洒》剧文化内蕴和哲理内涵的探寻，将主要经由几个主人公的心灵之路，即主人公内心冲突之路。在这

场惊心动魄的反扼杀，反扭曲，反戕害的撕杀中，饮着父兄精神血统长大的我们年轻一代还要和自己心灵的锁链进行搏斗！(二)

主人公们的心灵之路马兆新的悲剧是深刻的！马兆新是这样一代人中的一个：在“文革”期间，他们狂热过，“极左”过，也伤

害过无辜的善良人。在黑色的土地上他们开始冷静下来，把自己从“极左”的“宗教”中解脱出来，穿过一段曲折的布满荆棘和炼狱

之火的人生道路，他成长了，敢于向于常顺搏斗了，但他只能从浑浑沌沌的红卫兵上升到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工人的水平，他还没

有可能从思想上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一再地不能原谅细草，表明他那狭隘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像绳索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更表

明我们封建文化心理的负面如何在这个年轻人心灵上产生着“效应”。马兆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有认识到他人生的悲剧并非纯粹是

客观世界造成的！当然意识不到，要想成为一个现代人．封建文化心理的负面是如何地不仅捆束着他的父兄，同样也捆束着他自己！

有人说：“世界上最残酷的搏斗是人自身，是人自己跟自己。”马兆新身上的搏斗，是想成为现代人的人和自身非现代意识的搏

斗，即同旧基地血液中继承来的封建文化意识的搏斗。这种文化意识不仅作为许多客体在历史上、社会上、生活中存在，在他父兄的

灵魂中存在，也像梦魇一般在他自己的灵魂中存在！马兆新，你可能理解，在你心里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的戕害？！马兆新，

你是否想过，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你能否超越自身的局限！?李天甜的悲剧天甜的外形和心灵都是极美的，她之所以离开

她心爱的人们悄悄走进落马湖，是因为她追求完善的美，不能容忍残缺。她说：“一个女孩既有自己的内心美，也有外在的美，当小

伙子看到姑娘那张脸时，这种统一的美破坏了，于是她走了尸咀嚼过人生的人会有一种苦涩而悲壮的体会”人总是不断地在残缺的美

的忧悒与遗憾中忘情地追求完美，然而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人生有一种追求美的苦涩感！然而人们总是在为追求完美而求索，而

苦斗，而挣扎！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那难以完美的完美，弥补那弥补不了的残缺！正因为如此，人才显得伟大而悲壮！生活才显得

有意义！于常顺其人于常顺不仅是扭曲知情人性的魔王，他也是被特定时代权力结构所压制，所扭曲的生命的活标本。从本质

上讲于常顺有劳动者的善良、淳厚的本质，在他与毛毛相处时在他身上显出慈父的天性，他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但是他头脑中的那种

既反权力，却又向往和崇拜权力的小农意识，往往导致对于权力欲的更大的依附。按于常顺自己说，他是“在于家围子长大的；”他

对细草描绘了自己的童年和他妹妹的惨死，他描绘的实际上是一幅封建性权力结构的缩影！时代又把于常顺推进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

一一文化大革命和以改造知青为目的的“建设兵团”，他在这里成为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终于成为了凶猛的“落马湖王国”的

“国王”。作者一再重复表现，每当于常顺的心理得不到平衡时，一支他想像的“队伍”出现在面前，他陶醉在自己权力的荣耀之

中。马兆新、细草、李天甜、苏家琪等人苦难的根源并不仅仅是于常顺作为领导的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作风造成的，而是有着更

为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于常顺们的作为，都是那个极端时代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于常顺也是那个扭曲时代的

受害者；作者不仅写了于常顺作为“极左”的封建性权力结构的代表对于生命和健康人性的摧残，而且写出他自己也是这种权力结构

的牺牲品，写出了他的悲剧性。这一悲剧的顶峰是他追逐着向前移动的爬犁房，惨烈地呼喊自己的儿子。作者暗示，要总结的不是某

个个人的经验，而是那个扭曲的时代的经验。于常顺这个形象内涵的文化意义是深刻的，许多作品写这类人物时没有能如此深刻地关

照到！马兆新回到落马湖！前不久，中央台播放了一部专题片：《情系黑土地》，描写一批当年的知青重返北大荒，当他们踏上

这片土地时，泪流满面。 

 

    马兆新们毕竟在那片黑土地上生活过整整十年，他们精神和肉体上的根已经深深扎下来，他们灵魂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

上。“剪不断，理还乱”，你能说他们没有走出那片土地?你又能说他们走出了那片土地?……北大荒啊北大荒，你让我们魂牵梦

绕，说想你，不愿想起你；说恨你，又无限依恋你……––《魂系黑土地》马兆新怀着这种心情回到落马湖！北大荒曾经那么严

酷地对待了这群年轻人，而年轻人不能不眷恋这块土地！黑土地毕竟用自己的乳汁、血水哺育了他们的血肉和丰满的人性。这里有他

们失落的汗珠、血水、眼泪、爱情。马兆新回来了，他怀着一个秘密的意愿来了：他回来找细草，他要从昔日生活过的、哪怕是该诅

咒的这片落马湖，在怀旧中重新评价过去曾经被忽视或否定的一切，怀着对已往人生谬误的忏悔，已逝青春的怀念。马兆新是在找

细草！然而也是在寻找昔日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直到他和细草在二十年后擦肩而过时，他的自我感觉是失落的，惆怅的，疚愧的！

正是这种感觉，剧本才有了反思的震憾力！ 

 

    诗剧《洒》难懂，然而是可以懂的。从这部诗剧中让我看到作者的历史感、责任感和比较新的角度。作者极为真实而充满诗情地再

现了七十年代初的知青生活和他们的心灵历程。1988年的严冬，我和老师、同学们踏过那片寒冷的土地，我们从未曾开垦过的生荒地

和仉耕地的对比中，可以感觉当时的知青如何艰苦地与严酷自然的搏斗！最近我又翻阅了1988年的日记本，那年，在去“自然保护

区”的途中。我们乘坐的汽车几个小时地跑在当年知青在严寒的冬天，在无际的沼泽上架起的公路上……：我们远远的看见那片采石

场，仿佛看见那个被石头砸死的永远十九岁的姑娘！仿佛看见那个名叫刘佩玲的姑娘．她为扑灭野火烧没了头发，烧没了手。烧没了

耳朵！……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仅一个师，七年之中有一百余名知青埋在了北大荒，而全兵团有六个师。在那片

冰冷的黑土地下面埋葬着李天甜、宁珊珊……这些姑娘的白骨，她们本来可以在今天穿上新潮的裙子，在佳木斯、哈尔滨、在北京的

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游逛！我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再现这群时代的孩子，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心灵历程．向今天的青年讲一讲历



史．但是主要地为着讲––讲人生！(三)考问时代与拷问自己有人说，为了能够清醒的考问时代，必先清醒的拷问自己。让我

们努力站在现代意识的制高点。对我们自身进行自觉的、清醒的、严厉甚至是残酷的解剖和否定，把知识分子自己受到封建意识污染

的灵魂坦露出来，去进行既是泪又是血的拷问和审判。让观众在这个艺术的镜子面前照一照自己，看到一个复杂的，丑与美相互交织

变化的自我本相。我希望通过这台演出．来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代人的心灵之路。让青年看到自己身一亡那源远流长的正

面和负面的文化根性。我们常常有一种虚妄的自我意识，虚妄地认识自己，虚妄地认识世界。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在看戏时会产生一

种惊觉和警惕：如果自己处于马兆新的位置，是否也可以就是李兆新、王兆新！?如果自己也处在于常顺所处的环境，不见得自己就不

会是刘常顺、张常顺！警惕自己血液中那种时时滚动的，时时作崇的封建文化的沉淀吧！警惕我们自己，不要把锁链从肉体上取下之

后，又在心灵上套上！我希望向观众揭示：人活着就是不断地追求美，弥补世界的残缺。正是为着弥补世界的残缺。人们才不断地

追求美！执拗地去追求美吧！韧性地去弥补生活与人生的残缺吧：为此而无惧地寻求、探索和苦斗吧！在布满荆棘和炼狱之为的人

生道路上，去锻铸自己的血肉和神经，重塑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健全、丰满的灵魂！(四)荒原上的跋涉作者讲：“在这里'荒

原'不仅是个空间概念，也是个时间概念，心理概念……”这荒原是精神的、心理的荒原！在这荒原上没有参天大树，没有茂密的枝

叶．没有花香，杂草丛生，枯叶'遍地……，一群少男少女在这里开垦，在这里播种，奋斗。在这里跋涉和探寻！当年的北大荒，政

治气候和自然气候一一样寒{令、严酷，闭塞、荒漠的边境对人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群少男少女在一片柔和的月光中拨开草丛，

踏着枯枝朽叶，淌着沼泽的泥水，跌跌撞撞地穿行在树丛之中，为着寻找友谊、理解和爱情，寻找尊严和人生的真谛！(五)苦涩

的，惋惜的，痛苦的：作者写了两尊“维娜斯”雕像的被打碎！当然，“打碎”的不祗是两个女知青一一细草和李天甜，打碎的是

两对很自然、健康的爱情；也写了那个打碎别人生活的人他自己不可逃脱地也被毁灭的人生。同时作者更写了几个主人公的'内心冲

突，它们成为人的正常生活、友谊，自然的情感被毁灭的内在原因。是的，二十年后的马兆新最后领悟出他与细草的命运犹如“两道

辙沟”，它们只能平行着错身而过，却永远不会现有交点……。这几乎是人共同的境遇，然而这对人生来说毕竟是无可奈何的，苦涩

的，悲剧性的。我认为作者是含着眼泪写了生活中自然、正常的、健康的、本能的生命的被毁，美的被毁；他怀着诗情惋惜没能弥补

的残缺。作者的态度是惋惜的，作者的情感是痛苦的。我把它看作是悲剧。(六)拉开一些距离“文革”过去近二十年了，我将怎

样在舞台上再现“文革”?基于剧本只把“文革”作为一个背景．于常颐和青年的矛盾作为人物心灵冲突的外因，作者更着重表现的是

人物的内心情感的；中突，我立意于对“文革”的畸形而荒诞的丑恶事件比如批斗会等，拉开一些距离。对于诸如批判会人群的吼

叫。侮辱李天甜时的抢帽子……．我都将把它们依稀呈现为梦匲我试图把体现“文革”事件的细节梦魇化。朦陇化，使观众能拉开一

些距离，以沉淀下“文革”的总体印象，使观众能静下来深入一些窥探人物心灵深处的心态历程！(七)《洒》剧的艺术风貌

《洒》剧是散文诗体的诗剧：具有抒情性的哲理性。剧本有清新的诗情，和隽水的哲理。 

 

    《洒》剧在美学上的特点是它的写意性和表现性。它的写意性和表现性体现于剧本的诗情、诗境；体现于它的时空的假定性；还

表现在剧本比较精彩的营造了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也表现在作者通过揭示人物的主观意识来强烈地表现自己的主观。作者怀着敏

感而浓郁的情感营造着作品的诗情：马兆新如果生活能老像现在这样肖多好啊！永远是洒满月光的荒原，永远是这么宁静的夜晚：

……马兆新细草你哭了?细草不，我没有哭，我感到很幸福：真是……马兆新你怕吗?细草不怕(轻轻地笑了)在这种事上女

孩子比男孩子勇敢，你信吗?(高天偶而飘来一声雁鸣)马兆新(抬起头)一对失群的雁……它们奸家在寻找，宿……江对岸教堂的钟声

又在响。––(第八场)作者主观的极致是象征的运用：“钟声”和“落马湖”本身就是象征！……这是那种荒原上持有的

钟……耶不是一口钟，而是落马湖王国皇权的的象征！是一个绞刑架！人的一生，总会下断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那个秋天”，当这种

“秋天”出觋的时候，人们总能听到这种鞭子似的钟声……––(引子)……落马湖的钟声响了，钟声野蛮骄横––(第十三场)

在这些象征形象中渗透出作者的哲理思索。渗透出作者的诗情。诗情和哲理蕴涵在一起，是这部作品诗情的特点．也是这部作品

蕴涵哲理的特点。时空假定性的营造：时空的假定性是作者创作内涵的需要，是他想象力如天马行空般的奔驰，是作者思维的跳

跃，情感的奔驰，因而要求舞台时空从现实到回忆，从现实到想像，从现实空间到心理空间．从客观环境到主观世界。作者用得最

有价值的时窆假定性处理是为了更自由地表现思维的情绪的流动。为了表现马兆新和细草的心灵的感应，他把两个主人公放在两个空

间让他们心灵交流(第七场在爬犁房内两个空间里)：或是把两个主人公放在一个拖拉机里，然而不让他们面对面的交流(第五场在拖拉

机里)(八)《洒》剧的语言《洒》剧的语言是散文诗的语言，既含有抒情性也含有哲理；这个戏最大的魅力是建筑在这散文诗的语

言上的。 

 

    《洒》剧语言感情浓烈，从诗句中往往令人真切地感觉到主人公们情感的涌动！《洒》剧语言有着隽永的哲理性：如天甜从莫

哈玛娅出走所获得启示的诗句。《洒》剧在语言上最有价值的成就是写出了相当精彩的“心灵感应的语言”，我称之为“心灵感应

的独白”或叫“心灵和心灵间的对白”。这种言不是对白，也不是纯独白，而是两种心理状态，两种交流对象(心灵交流的对象和身边

的交流客体)的交合。细草四野好静啊，我们俩离得这么近……马兆新可两人的眼睛都望着远方，好像准也不认识准……细草

小马的眼角好像有泪珠。小马，你在想什么?马兆新马兆新，还愣着干什么?抓住她的胳膊问她：“说，你到座喜欢不喜欢我小马?”



细草(仿佛听到了马兆新的心曲，目光霎时明亮了起来)那就来问吧，快来问呀?(九)《洒》剧的艺术走向《洒》剧是一部诗剐，

是一部着重开掘人的心灵，开掘人的情感世界的戏，这是一部悲剧，艺在总体上是一部“表现美学”(具体的局部是耳现原则)的戏，

最后，我将努力把《洒》入剐排成一部给青年看并使他们喜欢的戏。总体遵循表现美学的原则。局部是再现美学的原则；局部的

“再现”是为了体现总体的“表现”，使“表现”更有力度。局部的“再现”的场景是写实的原则；戏是买的，要求有黑土地的生

活气息，有生活实感，要求很好的体验艺术的表演；服装的化妆都要司得见黑土地的气息；然而在人物命运的转折处，在人物激情

进发的时刻，在演出哲理聚焦的地方则进入表现性美学层次，结构表现性语汇，即所谓诗化意象。 

 

    如第十场的重要事件：“马兆新烧书引起跑荒”和“马兆新过江”；第七场的重要事件：“马兆新和细草的情感终于爆发”；第十

五场的重要事件；“李天甜消失在落马湖”以及“尾声”的事件“二十年后的马兆新和细草交臂而过”'等。《洒》剧的景和转台：

和舞美设计刘元声、刘心刚同志商定，《洒》剐的景：以树丛和苇子为主体形象和微有倾斜度的宽敞、深远的平台。《洒》剧转

台主要用于意象化地揭示主人公心灵，造成诗剧所需的场面的意境美；衬托音乐、歌唱的流动感。转台将要营造演出的总体形象：一

群少男少女在荆棘的树丛中欢跳、穿行、搏斗、求索！《洒》剧的灯光：《洒》剧灯光设计遵循“表现”的原则。灯光要呈现

“季节”和“时间”，然而这只是为着舞台上需要弥漫着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气氛，如：“引子”冬；二十年后马兆新在冬雪之日返

回落马湖；“第三场”夏日，黄昏，落日一一遥远的天幕上，一轮硕大、血红的夕阳在水天交接的河面上浮动着。这是剧中女主人

公一再恐怖地回忆的“那个黄昏”：“第十四场”李天甜走进落马湖：秋夜，月芽，几颗星……如诗的寒夜。“第十六场”马兆

新送细草出嫁：冬，萧瑟的冬；“尾声”漫天大雪！一一一种冬日炉边反思人生的哀愁……这个戏既然是着重揭示人的心灵和

情感潜意识的，作者又写了许多段心灵交感的“独白”，希望灯光能帮助把这种“独白”和“对白”区分开来，即用一种反色差的

光，反光源的光，或用“造型灯”投向台面，造成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感。铺光：在演员多的场面，光要集中，在舞台上投光要形成

有重点的“面”；而在一个人的场面，相反，光要铺开，衬托出在大荒原上、大沼泽地里、大江面上、广袤苍穹间的一个渺小的、孤

单的人。这个戏的“天幕”是没有表现力的(也不能让它用具像限制观众的想像)，由于舞台是宽敞的空间，没有多少表现光的载

体。表现出光的美的载体是树林、苇丛和斜平台的“台板”。我希望主要地通过对树丛多样地、流动地投光，区分出夏、秋、冬、

春，从而把人物的、演出者的思绪、情感渗透出来！戏中有几场舞蹈，它是表现性语汇，但它们大多紧接“再现性场面”之后，这就

需要出现“原色”光把舞台时空抽象化。《洒》剧音乐有三类：一类是时代感颇强的当年的知青歌曲，它们从人物的心境抒发开

始，然后进入间离效果。知青歌曲不仅用原曲，而且用原词。听起来像是人物此情此境的抒唱，仔细一听，观众会发现人物唱的并不

是人物自己的心境和命运。这种知青歌曲有时也由歌队唱，当然，歌队唱时，演员再参与进去。知青歌曲用于马兆新和细革命运的吟

唱。 

 

    全剧有一支主题乐曲一一黑土歌，她应是东北民歌风格。“黑土歌”是对黑土地的礼赞，是对祖国、对母亲的依恋，又是祖国、母

亲对游子的呼唤。另有一支舞曲音乐，它用于描绘那个不会歌唱，不在人前多言的秀美的李天甜的命运的。整个的音乐要求是民

歌风的、又是具有时代感的。音乐全部用现代的节奏和现代电声配器；主乐器是民间乐器，其它用电声乐器伴奏。《洒》剧的语汇

性舞蹈：《洒》剧的诗剧风格、诗情，它的哲理内蕴以及《洒》剧的表现性原则需要舞蹈。《洒》剧的舞蹈都是语汇性的。都是

演出者的主观情感和意念的表达，有时是描述性的，有时是演出哲理意蕴的外溢。舞蹈应有黑土地风蕴，应是豪迈的、健壮的民间风

格！全剧的跳舞计有：“引子”中的“黑土歌一厂”一八个姑娘和抛撒达子香花办的细草；“第二场”中的“姑娘游泳舞”；“第

十场”“马兆新过江”一场“山山水水呼唤小马”中的“黑土歌一2”等。重点场面举例：歌的用法：(1)(第三场)“母亲在哪

里！”用《地角天边》：于大个子……不！不！细草！你在想什么?想告发我?想告诉马兆新?细草不，我在想我母亲……你躲开

我，我怕你……(于大个子惴惴不安地退走了)细草小马！小马！……不，我想我的母亲……可是，母亲在哪里?《地角天边》出引

子细草唱：“从地角到天边，路途多遥远……”扮演细草的演员走出角色，参与歌队唱：(第二段)“从地角到天边……”唱完

后与歌队同下。 

 

    光的用法：苏家琪驾驶拖拉机迫压于常顺一场戏：两组排灯在后区上下闪动，造成远处多辆拖拉机驶来的变型的印象；在这场

戏的高潮处即苏家琪的拖拉机驶近时，伴随着隆隆的拖拉机声从舞台后区的低处向观众席射来两束“车灯”的光束，而在舞台中心一

定要准确无误地飘浮着一团烟云，它将作为光的载体，承受着舞台后区射来的光形成一个光的“银屏”，而于常顺就在这“银屏”前

演戏，造成一个主要是用光表现的、非逼真性的、有气势的“拖拉机冲杀而来”的意象！舞蹈的民间风格：一只跌入落马湖的蝴

蝶！“天甜之死”用李天甜的主题乐曲《恨海》天甜……留下这样封信，小苏会很难过的，小五队的伙伴会很伤心。不，不能

死！我要比以前更好地活下去……(呼地站起身)小五队的小伙伴！毛毛，小马，我回来了！小苏，苏家琪，等着我，我回来了！(她一

边狂喊，一边在沼泽地里跑。突然，她觉得脚下二软，她明白了，这里仍是落马湖！) 就在天甜感到脚下一软时，天甜逐渐地下

陷……，她跪倒在地，一只蝴蝶在天甜手里飞舞……，飞舞……，慢慢，观众发现，原来这只蝴蝶就是天甜自己操竿舞动的，就像民

间舞“采茶扑蝶”。“蝴蝶”飞舞着……天甜慢慢慢躺下，“蝴蝶”飞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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