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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仔戏讲述侨批文化背后的中国故事
7 月 16 日晚，来自厦门的歌仔戏《侨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展演。该作品不仅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也得到了专家们的高

度赞赏。此次晋京展演，是歌仔戏《侨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大

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经过精心修改打磨、三改三演

之后，首次接受北京专家和观众的检验，在首都舞台展现了福建

文艺界、厦门文艺界坚守匠心的创作成果。

福建抓住了一个好题材

福建选择了非常独特的“侨

批”文化，抓住了一个国际性的

题材，非常有价值，题材的独一

性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重大收

获。演出结束后，“福建抓住了一

个好题材”成为业界专家和市民

观众的共同感受。

2013 年由福建和广东两省

联合推荐、国家档案局申报的

“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

忆名录》。福建剧作家曾学文意

识到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题材。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

回家乡的信，是一种银信合一的

特殊寄汇方式，每一封侨批都装

满了华侨华人对亲人和故土的

深情。“华侨走向东南亚、走向世

界，留下了宝贵的‘侨批’文化和

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至今还

流淌在中国人身上。”曾学文说，

“这部作品不单单记录历史，而

是着力发现‘侨批’背后中国人的

精神风貌，用文艺的形式展现这

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

歌仔戏《侨批》讲述了鸦片

战争后，厦门辟为五口通商口

岸，大量的闽南人从这个口岸被

卖“猪仔”到南洋当苦力，布袋戏

艺人黄日兴为爱被骗去了南洋，

华工阿祥用自己的性命护送黄

日兴逃出金矿，从此黄日兴的性

命与华工命运、侨批紧紧地连在

一起，从他手中传递的每一封侨

批，都是他乡之客的怀乡之情。

该剧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文化和旅

游部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开幕

大戏、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

和作品“优中选优”滚动资助项

目、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

目奖、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重点剧目。

歌仔戏《侨批》大放异彩，让

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侨批”，看见

“侨批”背后的中国文化、中国精

神、中国心，看到了福建对这一

世界记忆遗产的艺术转化与呈

现。“这部作品给我的感受非常

震撼，我觉得这部戏既是艺术的

又非常具有现实性，它利用空间

的转换把华侨和侨眷两地分居

的故事展现得特别直观和动

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学术

交流研究部主任胡修雷说，“我

觉得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侨批，

表现侨文化，这种方式非常好，

它能更好地把我们的中国故事

推广出去，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

的艺术载体去挖掘去传播我们

侨文化中的闪光点。”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侨批》

创作演出过程得到中国侨联的

高度重视和支持，侨联系统多次

精心组织华侨华人和侨属观看

演出，在侨网、侨报宣传推广。演

出当晚，中国侨联组织了许多在

京海外华侨华人代表来到现场。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

理事、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总

会副秘书长、纳米比亚妇女联合

会秘书长冯鑫鑫说:“歌仔戏我是

第一次观看，来的时候我在想会

不会听不懂、看不懂。但看完后

觉得真的是主题鲜明，代入感极

强。特别是主人公展现出来的精

神也给我们当代人做了很好的

指引。”北京厦门企业商会副秘

书长、北京市平谷区侨联副主席

王莉莹说:“作为一名侨胞同时也

是一名闽南人，有幸在北京听到

这么浓厚的闽南文化色彩的歌

仔戏，我感到非常亲切。当剧中的

第一句闽南话响起的时候，一下

子就把我带入儿时的记忆里。”王

莉莹还情不自禁用闽南话邀请

更多观众走进剧场看《侨批》。

剧种与“侨批”故事相得益彰

歌仔戏剧种与“侨批”故事

的相得益彰，成为现场观众的另

一大收获。

歌仔戏是中国 348 个地方

剧种中，唯一一个根在大陆而形

成于台湾，由海峡两岸共同孕育

主创阵容强大

歌仔戏《侨批》主创团队阵

容强大，汇集了三度中国曹禺

剧本奖获得者曾学文（编剧）；

多部文华导演奖获得者韩剑英

（导演）；多部文华音乐设计奖

获得者江松明（音乐设计）；多

部文华舞美设计奖获得者黄永

碤（舞美设计）；中国艺术节表

演奖获得者庄海蓉、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苏燕蓉、中国戏

剧节优秀演员奖获得者陈志

明、国家一级演员曾宝珠等资

深演员出任主要角色，同时还

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参与其

中。台湾戏曲音乐协会也多次

参与《侨批》的排练演出，数名

台湾演员、演奏员共赴北京演

出，两岸共创歌仔戏精品，共同

推动两岸歌仔戏事业的繁荣与

发展。

在歌仔戏《侨批》中，名为

侨批的信件，不仅存在于主人

公的口中、手中，也外化于舞

台，成为推进剧情、承载情感的

重要意象。演出中，两页侨批制

成旋转台，随着剧情的推进，全

方位地转动，向观众讲述一个

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种舞美

与故事高度融合的呈现方式，

是舞美设计和主创团队不断探

讨、创新的结果。多年来，《侨

批》的打磨不曾停止，除了舞台

设计，还有剧情、音乐都经过了

多次打磨优化。

在如今的《侨批》中，男主

人公的三次命运转折更为清

晰，其个人的命运被置于侨批

的大命运之中，人物的精神立

意和“侨批”的历史意义进一步

提升。黄日兴的扮演者庄海蓉

曾在采访中表示，“我是女扮男

装去演《侨批》里面的黄日兴，

一个承载着爱拼才会赢闽南精

神的男人，我讲话、唱腔的声腔

要往硬汉的力度里面去找，是

会有一定困难，但是也给我们

演员，一个非常好的自我突破

的机会。”

业界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说，

看完这部作品就懂了侨批文化、

懂了乡情乡愁，它是家国情怀的

艺术阐释，是中国精神的审美表

达，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

部形象化的艺术作品。仲呈祥

说：“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

是海洋文化，华侨在中国现代革

命史和当代建设史上的贡献都

是非常重要的，该剧立足厦门，

写好了编好了一个生动的侨批

文化故事，塑造好了典型的华侨

形象，功不可没。”

“这部戏带来独特的戏剧样

式。”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

说，通过这部作品他感受到歌

仔戏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剧

种。“我们今天的戏曲，我们老

一辈的戏曲家，他们一辈子都

在探寻中国戏曲的现代化。”尹

晓东说，今天的歌仔戏也在寻

找如何和时代更好结合，如何

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和这个时

代的审美趣味、题材内容表现

结合起来，《侨批》让他看到了这

一点，“这部戏对一个古老的剧

种如何走向现代提供了非常好

的范本。”

中国剧协分党组原副书记、

秘书长王蕴明用“三个大”评价

这部戏：大题材、大格局、大情

怀。回溯历史，映照现实，编、导、

演、音乐、舞美综合统一，是一部

地域特色浓郁、艺术风格独特、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主旋律优秀剧目。中国梅兰芳

纪念馆原馆长秦华生说：“这部

戏在戏剧美学上是有贡献的，不

仅表现了凄美，而且是一种壮

美，是一种奋斗的壮美，是对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肯定，是

雄浑壮美，所以在美学上能够打

动观众。”

“情感浓烈，情节抓人，内涵

厚重，震撼人心，这是我最强烈

的感受。”《中国戏剧》原主编姜

志涛说，“编剧功不可没，我觉得

这部戏情节太好了，和‘信’结合

得太好了。”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

长王馗点赞《侨批》的导演艺术

有很强烈的符号化美学追求，

“它把中国传统戏曲里面丰厚

的，比如程式性的表达、群体性

的调度规则，更进一步地符号

化，在新创作品里面有一种现代

气质的表达。”“这部戏观念新、

技法新，产生了一些新的旋律。

一个剧种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怎么提高欣赏性，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侨批》已

经达到了。”中国戏曲音乐研究

会原会长朱维英说，“整体音乐

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有较高的审

美水准。”

在专家们看来，歌仔戏《侨

批》不仅呈现了好题材，也因为

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

各个环节的大放异彩、通力合

作，真正点亮了好题材。成果背

后，是厦门文艺界、福建文艺界

“十年磨一戏”的匠心打磨。“一

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变化非

常大。”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

作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黄在

敏说，他第一次看《侨批》比较

早，这部戏今天能呈现出这样

的新气象，是不断修改、不断

精练、不断深化的结果。他感

受到的改变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思想上不断聚焦提升；情

节越来越干净，主线越来越清

晰；舞台呈现越来越精致细腻

等。他期待《侨批》还能继续改

下去，期待这部作品有更大的

提升。

（郭睿 林铭鸿 来源：《厦门

日报》、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八

闽云剧场）

的剧种。它以戏曲的形式记录

了闽南人的集体情感记忆，剧

种个性同以文字形式承载闽南

华侨历史的“侨批”高度契合。

而歌仔戏音乐的悲情色彩，也

特别适合演绎离愁别绪，讲好

这段荡气回肠、情感浓烈的中

国故事。

传统的歌仔戏遇见“侨批”

这一国际化题材，碰撞出了新的

火花。该剧音乐设计江松明打破

常规，在秉持歌仔戏剧种特色的

前提下，将交响乐配器手法融入

歌仔戏音乐的创作，并对唱腔板

式进行多种多样的变化，拓展了

歌仔戏剧种的音乐功能。全剧的

音乐有如歌剧一般的宏伟气势，

烘托了作品的命运感，紧紧抓住

了现场观众的心。

因为情感的脉脉相通，歌

仔戏《侨批》自首演以来，就多

次走进侨乡演出，并通过云端

展演“走进”东南亚，受到当地

华侨华人的热情关注。他们不

仅为作品叫好，还期待能够在

线下看到这部福建好戏。厦门

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和介

绍：“此次晋京展演之后，我们

会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

尽快开展《侨批》的全国巡演，

今后也会把这部作品带到东南

亚，带到更多国家，讲好中国故

事，彰显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