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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28日，由四川人民艺术剧
院（以下简称“四川人艺”）精心创排的原
创话剧《苏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并开启全国巡演。舞台上，董凡（饰 苏母
程夫人）、谢黎明（饰苏洵）、谷易凌（饰苏
轼）、蔡正伦（饰 苏辙）、杨涵（饰 苏八娘）
等，用精湛的表演，为观众呈现了“苏家五
口”的故事，引发观众广泛好评。

《苏母》编剧陈丽丽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说
程夫人‘成就’了‘一门三父子’，但她的
确‘成全’了三苏。这份‘成全’里，有她
识人的智慧、理性的判断、耐心的等待，
以及为此付出的、常人不可想象的勤恳
和艰辛。于是，才有了‘三匹’横亘古今
的‘千里马’走出眉州，横空出世。也由
此，程夫人成了‘苏母’。”

谈及创作过程，陈丽丽感慨，创作《苏
母》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反复。“程夫人其
实很少被关注，虽然她是‘三苏’背后的女
人，但在写作过程中，‘三苏’的光芒会很
容易压过程夫人。”经过反复论证，甚至全
部推翻三次再重写，陈丽丽最终决定以最
了解程夫人的三个男人的回忆为线索，从
不同侧面展现程夫人的形象。

“苏轼和苏辙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
我们推测，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苏母对他

们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这两个人
的回忆里，程夫人的性格上会有一点偏
差，一个是非常和煦的、温暖的，另一个
是严厉的，也很追求个性的。两个人一
起拼凑出了程夫人的形象。”这种偏差，
也使得程夫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除了“三苏”，《苏母》关于苏八娘的

情节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陈丽丽
表示：“八娘之死对程夫人来说是一次致
命的打击。作为母亲，她无法承受这样
的痛苦，加上八娘的婚姻也是她抱着为
女儿好的初衷安排的。这也是我们想呈
现程夫人除了在外部支撑纱縠行生意，
赚取更多钱成全三苏赴汴京考试以外，

还有她内心的成长，包括她一直接受的
教育和她灌输给八娘的教育。”

在八娘去世后，程夫人开始反思自
己的教育方式，包括怎么做一个母亲，怎
么界定母子、母女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
也促使她在内心上得到了成长。“这个对
程夫人来说，可能是她非常重要的一
笔。八娘之死也是三苏记载程夫人的历
史事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不
可抹去的。”在陈丽丽看来，八娘身上承
载着程夫人年轻时的影子，“程夫人年轻
时也读书，她可能也想去汴京，但因为时
代的局限，她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她把很
多理想移植到了身边三个男人身上。”

做了大量的研究以后，陈丽丽认为，
程夫人是“三苏”最早的“伯乐”。“程夫人
是个非常有学识的女人，她最早识得了

‘三苏’，觉得他们才华非凡，应该去作更
大的贡献，所以她竭尽全力去经营纱縠
行，凑足了他们去汴京考试的钱。没有
程夫人也可能有‘三苏’，但不一定能有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唐宋八大家里的‘三
苏’。她是程夫人也好，是苏母也罢，我
都愿意她在我的笔下，活成眉州苏家和
她自己人生的绝对大女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北京报道

话剧《苏母》演出剧照。图据四川人艺

“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
4月27日晚，一场特别的话剧在北京天桥
艺术中心上演。舞台上，苏家院落的一角，
一位仪态端雅的女子静静地坐在井旁。随
着定点光起，她从井边走到小竹桌前，坐下，
提笔，专心致志地抄写《后汉书·范滂传》。
这便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排演出的原创
话剧《苏母》中的一幕。

“我们主要是想让观众了解不一样
的苏轼、苏辙和八娘，让大家看看他们少
年、青年时期，在原生家庭里面是怎样
的。”演出前，“苏母程夫人”的扮演者董
凡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表示，《苏母》不同于以往以苏轼为

主角的艺术作品，而是将视角转向了他
的原生家庭，让观众得以一窥苏轼、苏辙
少年时期的生活轨迹。

“我们没有描写大文豪苏轼，而是讲
他母亲是怎么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的。”
在董凡看来，剧中“苏母”的台词并没有
多么伟大，“就是一个女人嫁了一个男
人，生了几个孩子，过完了平凡的一生。”
当这个一直在背后用行动默默支持着

“三苏”的女人喊出“先生放心！先生只
管去做一只等风来的大鹏，这个家，有
我”时，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致敬。“我
们要让观众看到她平凡当中的伟大，看
到‘三苏’是怎么从家庭里面走出来的，

看到成就‘三苏’的基础、根源在哪里。”
董凡说。

作为剧中女主角，董凡在剧中大段
大段的独白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种大女主的戏，必须要有大段独白来
支撑剧情和人物。”凭借饱含深情的台词
和真挚动人的表演，董凡细腻展现了苏
母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将这一角色
诠释得立体且丰满。

话剧《苏母》的台词洋溢温婉深情，
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同时，又融入了四
川人特有的幽默诙谐，极具烟火气。董
凡表示：“这是查丽芳导演的艺术特色，
里面有很多幽默的东西，让观众走进剧

场不光会哭还要笑。”而戏曲元素的巧妙
运用，则为观众带来一种穿越时空的奇
妙体验，“这种跳进跳出的表现手法，跟
普通的平铺直叙有所不同，会让观众有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董凡也希望，观众可以通过《苏母》
感受到巴风蜀韵的魅力。“苏轼是从四川
走出来的，苏家人都是四川人，我们特别
希望这个戏能够多一些四川的特色，让
全国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四川的艺术魅
力。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能够让苏轼的故
事、苏家故事传得更深、更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北京报道

四川人艺话剧《苏母》开启全国巡演
编剧陈丽丽：程夫人是“三苏”最初的“伯乐”

“苏母程夫人”扮演者董凡：让观众感受巴风蜀韵的魅力

2023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
馆，超过1500余件（套）三星堆文物惊艳
亮相，极大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全
面、系统地展示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及最
新研究成果。

4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和中国国
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
里的古代中国”大展在三星堆博物馆陈
列馆（新馆）举行。众多国宝重器的到
来，为三星堆博物馆平添内容和高度，再
度丰富了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体验。

记者在开幕式现场了解到，“吉金铸
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甄选国家
博物馆馆藏各类青铜文物160余件，包
括 30余件/组一级文物。展览珍品荟

萃，囊括象纹铙、作册般甗、天亡簋、泾伯
卣、六年琱生簋，以及师酉簋等商周时期
的国之重器。

此外还有国家博物馆近年来新入
藏的青铜器精华，如鄂监簋、秦公壶、楚
王鼎、王子臣俎等重要器物。展览于4
月28日开展，7月28日结束，展期共计
3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展是三星堆
博物馆新馆开放后的首个特别展览，展
览采用特有展陈思路，以科学考古学视
角下的“形、花、铭、工、皮”五门为纲，分
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
工艺技术和锈蚀表现五大研究角度，更
为宏观地展示中国古代青铜器这一专题
的探索视角和科研成就。

青铜器的发展史不同于朝代史，有
其自身规律和发展脉络。此次在三星堆
博物馆举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
代中国”大展，以多维度、新视角，生动讲
述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讲，展览以育成期（夏代至商

代中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3世
纪），鼎盛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
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转变期（西
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11世纪末—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更新期（春秋中
期至两汉时期，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
公元3世纪初）此四期对展品进行宏观
断代，意在引导观众不拘泥于朝代史，而
着眼于青铜器自身的发展脉络。

为实现更好的展览展示效果，国家
博物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深度合作，持续
推出展览讲解、社会教育等系列活动，方
便广大观众欣赏文物，参观展览，了解展
品背后的历史文化。

不仅如此，以“国博衍艺”“国博美
馔”而闻名的国博文创品，也现身展厅旁
的文创区。古代青铜、错金银云纹犀尊、
中国铜镜、海晏河清、桃花洞釉等十个系
列、近两百款国博文创品，在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与观众亲密接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李雨心

摄影报道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大展展陈的青铜文物。

三星堆新馆开放后首个特展来袭

从160余件国博馆藏青铜文物读懂古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