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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腔《西京故事》看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 ①

何辉英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是“崇高”。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通过展示当下社会农民工这一
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讴歌了农民工勤劳朴实、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和崇高精神。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崇高”的文化根基

值得传递，通过戏剧这一介质来进行传递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对于受电影、电视冲击的当代戏剧艺术来说无

疑添加了一份压力，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在跨文化戏剧实践的推动下，我国戏剧舞台重现往日繁华的美好时刻指日

可待，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必将随着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永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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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秦腔《西京故事》自上演以来就好评如潮，广受欢
迎。这是一部讴歌新时代农民工高尚精神风貌的好戏。

文化部部长蔡武盛赞“这部戏是目前现实主义题材戏剧创

作发展的方向”，更有专家认为其“在思想性、艺术性、文学

性上均达到了现代戏创作的新高度，是具有示范意义的现

代戏力作”。《西京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一是

因为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及广大劳动百姓的

生存状态，每个观众几乎都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找到自己

的影子；二是该剧热情讴歌了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勤劳朴

实、奋发拼搏的精神风貌，从他们身上观众看到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崇高”；

三是演职员阵容强大，精英荟萃。该剧由曾获“文华编剧

奖”的著名剧作家陈彦编剧、由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文华导演奖”的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
%

明哲执导、由第三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李东桥担纲主演。

无论是自然界、社会生活中还是艺术反映的“崇高”，

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精神人格的崇高显现或象征，是人作为

社会实践主体在超越巨大形式过程中表现的人格力量、宽

广胸怀和博大仁爱的道德情操。《西京故事》所蕴含的“崇

高”，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道德高尚

的传统美德，是真、善、美三大价值要素的最高综合体，“崇

高”是中华文化的根基，需要传递而且值得传递下去。基

于这一思考，本文将探讨以下三点：（１）中国文化的根———
“崇高”；（２）《西京故事》中蕴含的“崇高”价值；（３）通过戏
剧传递“崇高”价值的构想。

一　中国文化的根———“崇高”
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精神，而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价值。

现代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是“自由”，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

则是追求“崇高”。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崇高”的含义

是：“（１）美学范畴之一。指体积、力量上巨大或精神上雄

伟，令人惊心动魄，起先感到压抑和痛苦，然后心向神往的

现象。它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之中，是崇高

感的源泉。（２）高尚。因此，“崇高”的意义在于表达一种

精神、一种力量。康德在他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中

将美分为两种：崇高感和优美感。指出“崇高使人感动”，

“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同时还强

调悟性是崇高的，勇敢是崇高而伟大的，真诚和正直是纯

朴的和高贵的，彬彬有礼是道德的优美，无私奉献是高贵

的，“崇高的性质激发人们的尊敬”。而所有这些崇高的特

征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沉淀的

文化价值恰恰是不断地追求上述种种崇高。那么，“崇高”

可以理解为一种美的最高精神或境界。

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崇高”是真、善、美三大价值

要素的最高综合体。什么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指社

会或文化事实与呈现的内在意义。尤其是文化研究中，文

化价值并不仅仅与欲望、利益相关，而更多地在精神层面

被定义为与是非、善恶、美丑等人生意义相关。其标准或

准则也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并总是通过群体的

价值准则来投射和影响个人的价值或行为取向。”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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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现了这种文化中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文化精神的核心。“崇高”是通过人生实践和

审美活动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这种对立中重建起

来的具有肯定性价值内涵的审美形态，是一种文化的最高

价值。当人在崇高状态之时，人超越了对象也超越了自

己。崇高表现在思想上和具体的行动中，是伟大的、壮烈

的、是现实挫折与理想追求的独特结合。“崇高”既包括着

形式上的粗犷有力，也包含了审美主体的道德完善，从而

成为人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和人生的理想境界。作

为中国文化最高价值的“崇高”，主要有如下表现：

１．追求道德高尚
比如有正义感，有良知，有责任心，尊老爱幼，无私帮

助，不求回报等等。这些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高

尚，通常是以“礼”为标准的。例如，孔子就强调：“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思想对现代文

明具有深远的影响。崇高的道德是文明国度里人们美好

的想往。

２．追求品质高尚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不断地改造现实、改造环境。社会

生活中具有崇高品质的伟大人物，大多具有不为社会落后

腐朽势力所屈服的坚毅性格和斗争精神。例如，忧国忧民

的屈原为了坚守他的政治信念和崇高人格，历经种种陷

害，惨遭放逐之苦。但他虽九死犹未悔，直至在汩罗江怀

石自杀终不改变其人格信念和爱国之心。

３．推崇高尚的人生观
尽管人类大都追求物质利益，但一般都不会将物质利

益的追求放在最高位置。社会的主流还是倾向于追求精

神的崇高而非只是物质的追求。有了高尚的精神追求，人

就会在物质利益面前豁达开朗，生活幸福。物质生活和物

质追求仅仅是人生内容的部分，不是生命的全部价值所

在，用崇高的精神追求主导物质追求，人生才会变得更丰

富，更灿烂，更辉煌。

４．尊重和被尊重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世界的主宰，是世界上最高的存

在，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尊重他人，也被

他人尊重。尊重每一个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正

如美国学者伊斯雷尔·谢弗勒（Ｉｓｒａｅｌ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所强调的：
“作为意向性的、规范的创造者的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需要

一种基本的尊重。不管人与人之间有多少不同，都应该认

识并珍视人的尊严。在我们思考教育与社会所应该具有

的所有价值观中，对人的尊重应该居首要的地位。”当前我

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个

标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只有相互尊重，人们才

充分地感受到生命的崇高和伟大，才能相互友爱、和谐相

处，进而创造美好的社会，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二　《西京故事》中蕴含的“崇高”价值
秦腔《西京故事》讲述的是一群生活在西京城里的普

通人的故事。一个租住着数十位农民工的西京大杂院中，

又迎来了罗天福一家四口“西京寻梦”人。剧情在农民工

与城市市民之间、罗家父子两代人之间、罗家姐弟之间，发

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矛盾冲突。这台戏通过农民工在城市

中的生活境遇，揭示了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农民工这一特殊

群体的生存状态。

农民工在中国现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西京故事》讴歌了现代社会中农民工这个群体诚

实善良、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和崇高精神。剧中核心人物

罗天福是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展现了千千万万普

通农民工朴实无华、坚韧不屈的崇高特质。他当过村长，

在村民中颇有口碑；他当过民办教师，是个识文断字的文

化人；他打千层饼的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来到西京，他

成为千万农民工中的一个，具备许多中国农民典型的优良

品质。他看重知识，也寄希望于知识，“你姐弟都把名牌大

学念，是家乡最红最红的红杜鹃”的唱词充满着他对文化

对知识的敬仰；他尊重劳动，尊重自食其力；最重要的，是

他在面对困难时的坚持和面对未来的信心，“梦既然有，苦

就该尝，日子迟早会过亮堂，咬咬牙啥事都通畅，那太阳一

定会照上咱脸庞”，唱出了主人公对梦想的确立和执着。

罗天福的身上体现了“崇高”这一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

剧中一棵屹立在舞台一方的千年唐槐以及罗天福坚

守了一辈子的那两颗老紫薇树象征着一种无限的价值和

崇高的精神。罗天福与东方雨老人固守着上千年的老树，

实质上是坚守着心中的信仰。他们守护的不仅是树，更是

守护一种思想。那是一种根基，一种价值。作者构思的不

仅仅是有形的树，而且还是无形的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

民族的根基、民族的价值———“崇高”。“《西京故事》足可

以称得上是一个主流励志、宣扬民族精神的大戏”。

故事的矛盾在甲成的一次又一次迷失中升级。最后

甲成离家出走，罗天福终于表示，自己对天、对地、对这个

世道，对自己的儿子，“投降了……”，故事在此达到最高

潮。这位父亲，曾三次跌倒又三次接拢的脊梁，终于面对

儿子，弯下了。强光单独打在这位农民工父亲身上。因为

儿子，这位一直坚强、从未屈服的老人终于“脊梁断裂形枯

槁”，他的“西京梦”破碎了。这位父亲的脸上写满无尽的

痛苦与失落。然而，蓦然间，“我大，我爷，我老爷……”秦

腔黑头的唱腔昂扬楔入，罗天成突然抬起头来，再次站起，

“这步棋谁都能走，但我这个家长不能逃”，整个心里挣扎

的过程，让每一位观众都深深地震撼。一位农民工父亲、

一位中国传统家长、一位挺直着脊梁的寻梦人形象真实地

展现在观众面前。罗天福告诫儿子，“凭劳动获取回报最

是立得稳、靠得住、扎得牢”，要儿子坚持信心不放弃。父

亲的开导和东方雨老人的规劝，使得儿子甲成重树生活的

信心，并终于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知道紫薇树就是祖

祖辈辈坚守的信念之根、道德之本，象征着最宝贵的“崇

高”精神。最终，《西京故事》以感人肺腑的情感弥合了两

代人的冲突。

诚实劳动、勤劳致富是罗天福也是整部戏所传达的最

基本的生存价值观，是“应坚守的底线”。该剧不仅展现了

３５１



普通大众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崇高”精神，同时还蕴含

着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这一新时代的“崇高”的

价值。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广大的农

民工为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

城市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理应活出自己的尊严，理应得到

应有的尊重和推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主题曲《这股气力从来就

没塌过腔》。此曲在剧中的反复吟唱渲染了剧场的气氛、

增强了剧情的感染力。那沧桑、清亮、呐喊般的歌声震撼

着观众的心灵。随着剧情的深入，简单而有力的歌词的反

复出现和强调，使得整个剧的震撼力层层推进，达到高潮。

尤其是最后的谢幕更是给观众带来别开一面、耳目一新的

视听感觉和感动：在苍凉劲拔、气势恢宏的主题歌延绵不

停歇的吟唱声中，剧中人物众农民工、东方雨老人、居委会

主任、房东阳乔一家、最后是罗天福一家依次登台亮相，与

此同时剧中多次唱到的“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

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

是?惶，这一股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的歌声再次响起，

震撼全场，直入观众的心和灵。剧终之后这歌声久久回荡

在观众的耳旁，令人思索，激人奋进。

三　通过戏剧传递“崇高”价值的构想
文化价值需要传递，这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基本需求。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社会通过传递过程而生存，正和生

物的生存一样。……没有这种理想、希望、期待、标准和意

见的传达……社会生活就不能幸存。”“崇高”是我国文化

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它需要传递且值得传递。

中华的文化价值“崇高”将如何进行传递？这一文化

价值的传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而通过戏剧舞台来

传递则更为直观、有效，因为戏剧表演真实的与观众面对

面的交流更能直入人心，唤起共鸣。“戏剧艺术有史以来

即具有仪式性、神性，是舞蹈、美术、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

发展的源头，也是众多艺术形式中最具公共影响力的艺

术”。因此，通过戏剧艺术的手段来传递中国文化中之最

高价值“崇高”，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更何况，“戏剧本身

就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前苏联美学家莫

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说得更加具体：“艺术在其

整个历史时期中，以其他人类活动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极端

的、最大的准确性反映文化的完整性……因此，艺术总是

一面特殊的‘镜子’，文化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看到自

己的形象”。

不过，这对于受电影、电视冲击的当代戏剧艺术来说

无疑增加了一份压力。随着电影、电视的发展与普及，戏

剧这门古老的综合艺术正面临着挑战和危机。戏剧该如

何去获取新的生命力，继续保持它在人类精神文化中的地

位，已经成为当代各国戏剧理论家和艺术实践者共同关注

的课题。

戏剧舞台要承载起传递文化价值的重任，那么戏剧艺

术家们就必须化压力为动力，积极探索戏剧发展的新路

子。保持传统也好，改革创新也罢，只要能唤起观众的注

意，不至于人走场空，就仍然成其为戏剧。像《西京故事》

这样的好剧目能抓住千千万观众的心，他们的经验值得广

泛宣传和推广，亦可将其改编或移植到其他剧种。此外，

除传统的戏剧模式外，还可借鉴和学习外来文化中的戏剧

表演模式，即通过跨文化戏剧来丰富本土戏剧的创作，或

将高科技等现代技术手段融入到戏剧舞台中，就像英国

１９２７剧团编演的剧作《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那样，将无声
电影、动画创意、音乐效果与舞台表演完美地结合起来，带

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视觉盛宴。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跨文化戏剧实践与研究正如火如

荼，各国戏剧家和研究者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戏剧翻

新。相信在跨文化戏剧实践和研究的盛世影响和推动下，

中国的戏剧舞台能重现往昔繁华，更多的观众能重返剧

场。那么，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定能随着戏剧艺术的不

断发展而得到永恒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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