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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湖南红色歌剧《八百矿工上井冈》的叙事技巧 
李燕 

（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7） 

摘要: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兼具历史题材思想性与戏剧艺术民族性双重特点,不断繁荣发展,成为弘扬民

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传递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中国特色文艺形式。新时代民族歌剧在继承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

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戏剧性张力等方面,显露出了新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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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风貌。民族歌剧《八百矿工

上井冈》是湖南省常宁市(县级)2023 年排演的重点剧目,讲述了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世界铅都"湖南常宁水口山的百年老矿—

—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们的故事。他们不堪忍受矿主的长期欺

凌压榨,在中国共产党水口山特委耿飚、宋乔生等一批革命志士

地带领下,罢工进行工人运动斗争,不怕牺牲、不屈不挠,最后汇

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在 30 年代末奔赴井冈山,踏上了革命的

伟大征程。歌剧传达了水口山工人运动中,普通共产党人在建党

初期为人民谋福祉、敢于牺牲、敢于奉献、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初心永存的红色叙事主题 

歌剧创作的初衷往往都是用艺术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湖

南是一片红色热土,有着深厚的红色根基和红色记忆,这也是近

年来湖南红色歌剧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常宁歌舞团团长陈少辉

说:"我们团将以戏曲节参演为契机,不断提升剧团的创作与表演

技艺,不断开拓进取、传承、弘扬、擦亮常宁戏曲文化名片。"1 

2023 年又恰逢湘南起义 90 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由蒋晗玉

编剧,陈经荣作曲,何维导演,常宁歌舞剧团排演的原创民族歌剧

《八百矿工上井冈》(后文简称《八百》),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

精彩亮相于第五届中国歌剧节,并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歌剧节"优

秀剧目奖"。《八百》以革命先辈宋乔生、耿飚为故事主角,聚焦

历史事件与人物心路历程,歌剧构思始于 2017 年,由 2021 年小型

同名舞台剧《八百》改编而成,所谓"六年磨一剑",以"上井冈"命

名,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既是歌剧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致敬,
也表达新一代创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社会
责任,更是用艺术形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
井冈精神"。《八百》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劳

苦大众的苦难生活的社会背景下,共产党人不断探求民族独立

和解放的理想信念。歌剧中融入了"湘南起义"、"五四运动"、"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此时中国更加苦难深重,

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饱受战乱饥荒,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整部歌剧分为七场,剧情围绕"找枪、运枪、查枪、抢枪

"等情节展开铺陈,生动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整体戏剧

结构体式规范,清晰呈现了叙事逻辑结构："引领——呈现——

高潮——尾声",体现了歌剧线性叙事的作品特点。 

二、红色叙事中"人"的多重创新 

1,人物塑造上凸显了"人"的元素 

《八百》开场展现的就是旧社会苦难矿工形象,他们衣衫

褴褛、弯腰屈膝、背负重荷,艰难生存,身上挨着监工的皮鞭,内

心的痛苦和眼里的不屈都告诉观众,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却

忍受着毫无尊严的生活。主人公宋乔生,有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

仰,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甘愿牺牲自我,这是他高贵品格的
真实展现;同时宋乔生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细

腻柔情,在第二场洪大娘家中,宋乔生抒发的是儿子对母亲的深

情,洪大娘与宋乔生有着母与子的亲情,他们共同期盼革命的胜

利。洪大娘已年过六旬,满脸皱纹,头发斑白,丈夫早逝。在第四

场宋乔生唱段《夜半别母好凄惶》中,宋乔生用"今日一别何时

见,母子再聚在何方"道出对洪大娘的不舍和冥冥之中的不安。 

在歌剧第二场中,另一位重要女性角色是洪大娘之女，党代

表洪雁,她在衡阳三中读书,接受了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洪雁在

与宋乔生的二重唱中,道出自己的身世:她是矿工的后代,父亲早

逝,兄长因工潮牺牲,而宋乔生正是她已逝父亲的徒弟。对家乡对

母亲她有无尽的眷念,因此年轻的她以一名中共湘南执委委员

的身份,回乡领导工人运动,既有女性的柔情,也有自身的革命理

想和抱负,人物非常立体丰满。 

2、突出了人物戏剧性张力 

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说:"文学作品中的冲
突,是生活矛盾的艺术反映。2"戏剧冲突就是"戏剧性
"的集中体现。《八百》中聚焦于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主要

在敌我矛盾中呈现,如矿工与矿警、宋乔生与王麻子、耿飚与敌

人、洪雁与王麻子、洪大娘与叛徒等。如在第一幕中,宋乔生与

矿主之间的冲突始于宋乔生戏剧性的出场,矿井透水塌方,矿工

被埋井下,矿主属下王麻子却要封窟,宋乔生以矿工的代表出场,

他要阻止王麻子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他愤怒地呐喊,个性鲜明,

热血正义且有号召力。在与王麻子的对峙达到高潮时,宋乔生的

愤怒情绪表达到了极致。又如耿飚与敌人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剧

中第三场,革命青年耿飚与工人积极分子在运枪途中与敌人斗

智斗勇,在与敌人周旋的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跳河换船划走,让

敌人不知所措,展现了共产党人有勇有谋的生动形象。 

在歌剧第四场中,叛徒带着矿警埋伏在洪大娘家的茅草屋

附近,这是宋乔生等共产党人预设的开会地点,此时却危机四伏。

洪大娘为了掩护即将前来开会的宋乔生等共产党人,她毅然点

燃了自家的茅草屋,顷刻大火熊熊,为了拖延时间,让看见大火的

共产党人改变开会计划,洪大娘用自己的身体匍匐在地,她死死

抱住敌人的腿,火光和浓烟中,叛徒的枪声响起,洪大娘壮烈牺

牲。当洪大娘唱出咏叹调《漫漫长夜一盏灯》时,宋乔生抒发了

对大娘情感的深情告白,作曲家陈经荣认为:"当剧中所有人物

(亲人之间)处在同一场景和情感环境下,音调风格是可以相互传

染的。"对敌人嫉恶如仇,对亲人万般柔情,在宋乔生这位铁血男

儿身上生动呈现,进一步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3、人物创编的虚实并重 

红色题材的主题歌剧的创编视角主要聚焦于大时代背景下

的革命人物与革命斗争场景。作为一部红色主题歌剧的
创作者,塑造宋乔生、耿飚这样的革命先烈,揭示的是

在人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

艺术创作本身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八百》中的宋乔生、耿飚

也是真实存在历史人物,在以真实人物创编艺术作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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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革命事迹是有迹可循的。在 1896 年水口山矿务局正式挂

牌成立之时,5 岁的宋乔生还生活在距离水口山 150 公里的株洲

淦田,佃农出生,世代种田务农,少年辍学，17 岁从家乡逆流而上

到水口山"淘金",成为了矿上的吊车工。而耿飚是宋乔生学铁匠

时的师父的外孙,耿飚的外公正是宋乔生的堂伯,因此,二人感情

深厚,为后面一起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剧中人物的革
命形象是真实的,人物的革命理想是统一的。作品通
过对他们真实革命事迹的讲述,引领观众重温第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展现共产党人崇高
信仰,这都是作品真实性的体现。 

但歌剧的创作并不是完全的纪录片写实,只有凸显高度的

艺术性才能使作品更具创作价值。《八百》在构建"找枪、运枪、

查枪、抢枪"的故事情节线中,虚构了一些情境、人物和故事情

节,这样使歌剧中的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与革命事迹更加丰满

立体,人物之间的情感关联也更加清晰合理。如在剧中第二场中

出现的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洪雁,这位人物就是虚构的,她

是衡阳三中的女学生,一位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

理想的进步女青年,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洪雁带着党"谋划武器"

的任务来到水口山,通过自身行动来追求革命真理。她在剧中第

二场出场,剧情交待她抱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信念,回水

口山是带着省委的指示,回乡指导工人运动的。剧情铺陈到第五

场,洪雁与矿主走狗王麻子有一段正面交锋,她从王麻子手中缴

了枪,得到工人的赞同与拥护,大获全胜。紧扣歌剧的主线"查枪

"、"抢枪",为剧情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推进,虚拟人物的舞台表演

体现出大气恢弘的空间感与扣人心弦的动态效果,突出了歌
剧的写实性与"主旋律"精神,为观众提供尽情发挥想象的

空间。 

三、红色音乐主体中的叙事创新 

1、革命背景下的音乐主题构建 

优秀歌剧作品离不开经典咏叹调，如歌剧《江姐》中的

《红梅赞》、歌剧《党的女儿》中《万里春色满家园》、歌剧《沂

蒙山》中的《爱永在》等,都是将剧中人物置身于宏大历史背景

中,突出歌剧主题。《八百》的作曲家布局的主题歌是《一条大

路长又长》,作品的局部动机先设计了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答,

以弦乐作为背景音乐,后又将部分旋律暗示在洪大娘与宋乔生

的唱段中,而在歌剧的尾声和谢幕曲中,由女声独唱、男声独唱与

合唱队共同演绎出主题的完整形态,充满音乐的层次与张力。主

题歌的素材出自江西民歌《送郎当红军》,又融入了湖南花鼓戏

曲调和湖南湘南徵商调式音乐元素,井冈山在江西,而水口山正

好在湘南,作曲家是在音乐主题上进行了非常贴合剧情的地方

音乐融合和大胆尝试,使得主题歌的音乐动机成为了全剧音乐

和人物音乐形象描述的关联结合体。 

2、英雄式音乐风格的叙事方式 

歌剧《八百》的创作注重用音乐对剧中英雄人物的性格刻

画和形象塑造。将早期共产党员宋乔生、耿飚等革命英雄作为

音乐创作的对象,通过丰富的音乐表现形式来讲叙他们敢于牺

牲、勇于战斗、唤醒大众、振兴中华的伟大故事。剧作家与作

曲家在剧情进行中,对英雄人物的咏叹调的分布进行了合理布

局。当戏剧矛盾冲突进行到人物情感表达的最佳节点,咏叹调的

演唱才能使演员与观众在情感上获得最佳共鸣。如洪大娘在剧

中第四场演唱了两首咏叹调:《我一把老骨头》和《勇赴黄泉》,

尽管洪大娘的声乐演唱比例不重,但一场剧中两首咏叹调的安

排正是突出第四场中洪大娘为掩护共产党人不惜牺牲小我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勇赴黄泉》开头快板部分,用了 10 个"急"表现

大娘发现叛徒焦灼不安的心理,她唱道:"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人焦急!急拿主义抬眼望。"洪大娘牺牲后,宋乔生的内心极度悲

痛和沉重,乐队音乐用静止的带保持音的八个同音化和弦,引出

宋乔生带板腔体风格的吟唱:"裂肺撕心天旋地转,浑身颤、牙咬

偏,双膝跪在黄土上,念娘拜娘泪涟涟",音乐与洪大娘唱腔中板

腔体的设计相呼应,将英雄情感宣泄至最高潮。 

3、多声部的对话与交融 

歌剧《八百》中,传统音乐、地方戏曲和西洋创作技法,构
成了多声部的对话与交融,彼此独立又可以相互融合形

成新的音乐艺术,表现出红色歌剧现代创作的独特性和对话性。

《八百》中多次出现板腔体段落,有咏叹调、宣叙调与叙咏调的

交叉布局,在场景音乐与合唱音乐中结合常宁地方童谣、常宁民

歌进行渲染和铺陈。歌剧整体音乐以咏叹、宣叙、叙咏三种样

式为基础,并结合中国戏曲音乐中腔体板式和地方传统音乐的

风格特点,写出了符合汉语言语音韵律与四声规律的咏叹调,并

在歌剧的宣叙调与叙咏调的写作中,倾注了大量笔墨,在音乐本

体上进行了多声部表达。如在歌剧第一场,宣叙朗诵唱段出现在

矿井塌方透水,矿工与群众合唱中:"塌方了,塌方了,透水了,透水

了!救人!救人!快救人!兄弟啊家眷,是亲人!眼看这他们全没命!"

用三连音和连续的切分节奏自由模进,将工人们焦急迫切的心

境和塌方现场迫在眉睫的危险情景充分表达了出来。而王麻子

不紧不慢,用松散的长音与宋乔生宣叙中紧迫的节奏形成鲜明

对比,作曲家在民族调式基础上,用二声部来体现:"(王麻子)矿长

有令,塌方塌水,立即封窟;(宋乔生)你敢你敢,下面几十条人命,几

十条人命!"二声部在旋律节奏与情感语调上对比形成巨大反

差。 

四、红色叙事的当代启示 

湖南红色歌剧《八百》为当代红色故事的叙事方式与当代
红色歌剧的创新创作提供了极具创新性的思路。当

代文艺工作者要扎根民族历史,秉持着铸就经典的
创作观念,怀揣着崇高的革命信仰、不断自我革新,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继续深入挖掘地方革命历史和文化资源，

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红色文艺作品,用歌剧、

舞剧、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讲好革命故事,培育时代新人，真

正讲好时代红色故事、传承时代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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