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的题目太纠结，四川的题目让我想起了国歌……”和往年一样，作为高考第一
科语文的重头戏——作文，一直都吸引着最多眼球也最受争议。昨日上午，各地高考作
文题一出来，小伙伴们也争相在网上“吐槽”。在网友投票认为2014年高考最“难写”作
文题一项中，安徽位居第一，有18.6%的网友认为安徽作文题最难。到底有多难？以什
么样的思路去写？昨日，本报特别邀请了著名作家、大学在校生等试写高考作文，读者们
看看，您与之相比如何。

记者 张亚琴 桑红青 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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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刘军

网友“吐槽”高考作文题：安徽作文最难写
本报邀请四位写作高手看看“剧本可需要改”

安徽省2014年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一位表演艺术家和一位剧作家就演员改动剧本台词一事，发表了不同的

意见。表演艺术家说：演员是在演戏，不是念剧本，可以根据表演的需要改动

台词。

剧作家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如果演员随意改动

台词，就可能违背创作的原意。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诗歌除外），自拟标题。

演员与剧作家，既是一个艺

术的整体，又是一对艺术的矛盾

体，这就像小说家与电影。小说

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说是忠

于原著，但十有八九会被裁剪。比

如刚刚播映的张艺谋的《归来》，改

编自严歌苓《陆犯焉识》，也才用了

书中的最后二三十页的文字。电

影我看了，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

不同的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不

同的角色也有其自身的诉求。

我想一个剧作家的创作，首

先要来源于生活；一个表演艺术

家的表演，也同样要从生活出

发。忠于生活，是艺术的一切起

点。我想这大概是不会错的。作

家与演员就剧本的台词发生分

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世

界性的名著，比如就话剧《雷雨》

来说，演员在演出时，就应该努力

忠于原著的每一句台词。这些台

词已经被许多艺术家进行创作和

表演，业已成为经典。稍有改动，

就有可能曲解和违背了原著。当

然每个演员，有自己的表演风

格。一个优秀的演员，可以把人

物演绎得更加有艺术感染力。

然而问题是有多个层面的。

一切问题都不能绝对化。对于一

个艺术上已臻于成熟，可堪大师

级的演员，剧作家与演员多要采

取协商的原则。因为如此优秀的

艺术家，他们对作品和角色的认

识，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比如，赵

本山和何庆魁。本山大叔的小

品，多是由何庆魁创作，比如：《昨

天，今天，明天》《卖拐》《红高粱模

特队》和《不差钱》等。我想，何庆

魁的创作，一定是和赵本山共同

完成的。演出中的台词，赵本山

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和艺术特

点，进行加工和完善，以更能发挥

演员的艺术之长。至于世界上那

些著名的导演和艺术家，他们一

定会在剧本和演出之间找到平衡

点。既展示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又

忠于原著创作的宗旨。比如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和连姆·尼森之于

《辛德勒的名单》；苏菲·玛索和安

东尼奥尼之于《云上的日子》等。

其实，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

标准的，艺术是无止境的。艺术

的原则应该是开放的。艺术是要

解放思想的，艺术也是要有充分

的自由的。艺术创作中是无所谓

权威的。在真正的艺术探讨中，

谁的意见正确，谁的意见来源于

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谁的意见就

应该被贯彻。

今年年初，联想以区区29亿美元从谷

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令国人惊呼“哇噻”。

即便处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高考备战状

态，也难免从收音机听到各方言论。

产业界基本存在两种声音。

乐天派认为，联想借获摩托专利授权

防专利纠纷，谷歌借授权专利而坐收渔利；

联想借摩托渠道进军海外市场，谷歌摩托

借联想打开中国更大市场——总而言之，

联想聪明，谷歌不笨，双方各不吃亏。

悲观派，比如郎咸平教授，则把联想

从上到下痛斥一番，认为花一大笔钱买回

摩托这个市场占有率极低的赔钱货，实在

是愚蠢至极，二到无以复加。

立场不同，评判自然也大相径庭，而

作为当事人的联想，在做出商业决策之

际，必然也有自己的考量。这就好比一出

商业大戏，业界规则就是个严厉的编剧，

但总有联想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演员，喜

欢加加台词改改戏，时不时增加些小惊

喜。且不论戏的效果如何，至少这位演员

充满了创作的激情和热情，让我不得不伸

出大拇指，狠狠点个赞。

类似的壮举还有当年吉利收购沃尔

沃。不论外界风评如何，吉利车主们对于

一夜之间开上了沃尔沃，毕竟是好评如

潮。可见立场不同，见解亦不同。除开经

济层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皆是如此。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更通俗一点

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是个立

场不同的问题。但好在家是讲感情的地

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退一步海阔天空，

因此各种因立场不同发生的矛盾终归会

在亲情中化为无形。在家规这个不甚严

厉的编剧面前，扮演每个家庭角色的演员

都可以自由发挥，指点江山，而不被抽。

但如果上升到国际关系，这恐怕就是

个最最严厉的编剧，乱加台词的演员，比

如自称“国际警察”的美国，就常常被国际

舆论批评。你的戏份里面明明没有“干涉

别国内政”这一项，但是为了多拿点出场

费，还是频频出兵，在全世界参加各种战

争。倒是有军火商人借此发了财，响起零

星掌声。但编剧和别的演员们难免会看

不顺眼，声讨之声不断。

那么，作为一个演员，究竟该不该扛

着被编剧打屁股的压力改戏呢？立场不

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总结起来，还是

应该视情况而定。

做一个聪明的演员，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又不惹怒生活的编剧，恐怕是我们穷

尽一生要做的努力。

表演艺术家认为，艺术高于生活，演

戏不能局限于照本宣科；剧作家认为剧本

是思想的载体，随意改动是对作者和作者

的思想不尊重。站在不同的立场，为着各

自的利益各执一词，争执也应当是合理的

存在。但，这看似难以化解的矛盾，真的

就无法调和么？

或许我们应该再思考几个问题：争执

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剧更好，为了让这部

剧既充满思想又能以最适合的方式表达出

来。影视剧的拍摄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观

众！这样来看，似乎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这只是一个缩影。小到一个团队，大

到一个社会，都是如此，前进的道路上总

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让理性的妥协达到共赢与和谐始终是最

需思考的问题。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

书。北宋的王安石，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

局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而改革就势必

要触动到利益，他变法的失败，其中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平衡好利益。

作为改革者，既要锐意进取，当面对

利益争执时，又要善于平衡。1978 年进

行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出现各种思想的

碰撞和利益的争执，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既

指明方向，又给各方吃了颗定心丸，从今

天中国大地上的一派欣欣向荣中，不难看

出，平衡利益是多么重要！

利益的冲突就是矛盾，而矛盾并不

是可怕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中，社会

才能真正发展。

“和”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传

承了几千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在中国古代有关论述中,“和”

主要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和而不同”,

讲的是要充分尊重创造性、差异性,广泛参

考借鉴不同意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实现

和谐。另一层是“和和美美”,讲的是一切

与“和”有关的美好的东西。

这些思想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中一样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看来“和”的

思想，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大局观念。当我

们树立了共同理想之后，当我们达成共识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小团

体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得平和，大家就都知

道要服务大局，不争己利，团结进取，共同

奋斗。就如同编剧与演员的矛盾一样，为

了让这部剧变得更完美，大家都稍作退

让，尊重创造的同时理解差异，在其中找

到和谐的统一点，也许就找到了折中又可

行的办法。

还记得毛主席在长征中说：人民才是

活菩萨！人民从来都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根本推动力，人民满意的才是正确

的。因此，修改剧本，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谁说了算？我认为，观众说了算！正如焦

菊隐老先生生前所说的那样，为观众喜闻

乐见的剧才是真正的好剧！

今天，中国的前进脚步坚定而迅速，改

革与发展已经到了深水区，继续发展经济，

平衡各方利益，保持社会稳定，解决人民关

切的问题都是必须要做好的工作。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全体

中国人实现共同的“中国梦”，每一个中国

人都应该围绕大局，不贪私利，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忠于生活
乃一切艺术之本
□苏北（作家）

演好生活这出戏 □ 许诺晨（作家）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赵强（安徽大学大二学生）

前阵子，某演员与编剧关于演员改动剧本

的网上论战，激起了影视创作是“演员中心”还

是“编剧中心”的讨论。

表演者和创作者的各执一词，暴露了二者

的偏狭。剧本是一次创作，表演是二次创作。

借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剧本

为基础，综合演员的理解演绎，共同寻求最佳的

阐释，才是戏剧创作之正途。如今，艺术商品化

使得不少创作者难以遵循艺术创作的本来规

律，演员、编剧、导演之间的龃龉导致作品质量

的低下，已经是有目共睹。

然而，艺术是人的艺术。拨开艺术创作的

外壳，真正的问题似乎出在人心。

表演者以演员的事业要求剧作者，剧作者以

作家的追求反对表演者。针尖麦芒的两颗心站

在一堵墙的两边为自己摇旗呐喊，却丝毫不知，

若是不打破这堵墙携手同行，就会在创作失败的

迷宫中困死。不光是艺术，任何一种多方参与的

工作，如果不能相化相融，就永远走投无路。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不是加减乘除力量

堆砌。化!化种种差异，种种不调和。化！化

一切的不和谐，一切的不认同。七个音符哆唻

咪发索啦唏，要化才能成为和弦；三种原色红

色黄色蓝色，要化才能成就绚烂。故宫长城、

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看似是石头钢铁堆砌，其

实也是化：化设计者的奇思，化工人的汗水，化

艺术家的妙手，化千百年的足迹。就好像试管

里镁与氧气，试管外酒精与火，相互包裹，如胶

似漆，才有火星四溅，照得黑夜如昼般的明亮

光芒，点亮一个国家，吸引整个世界。

许多老艺术家，深知这个道理。

听别人说戏曲界的掌故，1954 年，周信芳

先生任院长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排演《文天祥》，

导演是年仅 24 岁的马科。排练场上的演员大

多是“角儿”，自然不信任这个人年轻人，排练

一度无法进行。周信芳先生见状，主动配合马

科，带动整个排练。年轻导演和名角大腕合作

出经典，在如今看来几乎和天方夜谭一样了。

梅兰芳没有齐如山，化不出《贵妃醉酒》的

绝代芳华；程砚秋没有罗瘿公，化不成《锁麟

囊》的百转千回。然而如今的人心，多是一己

之私胜于众人之利，把全部经历注视在自己的

小天地里，哪里还懂得“化”的妙处？且看如今

某些新编戏，不是只为演员量身定做导致因小

失大，就是因为剧本问题使得全剧黯淡失色。

前辈提携后生，小辈谦逊学习，不同领域各自

配合，化而为一，这“一”才能完整，才是众人拾

柴之熊熊焰火。

人与人之间的“化”，是相处相益的根本；思

想、眼光、境界之“化”，是登临绝顶的阶石。

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取天地时空阴阳万

物，生克无穷，这是“化”；中国诗画《西洲》《洛

神》，取山川虫草悲喜兴亡，意境浩远，这是

“化”；西欧教堂穹顶彩窗，取云石花卉信仰敬

畏，庄重典雅，这是“化”；田园牧歌诗篇油画，

取 青 草 红 土 男 婚 女 嫁 ，动 人 乡 思 ，这 是

“化”……化而成美，化而成大，便如乘风，浩浩

青天在我肋边，滚滚红尘在我目下，上撷下取，

化而为一，自然有万般意蕴。

人与人不知相化，是蝇营狗苟，人不知化取

万物，是坐井观天。如蝇者，如狗者，如蛙者，

“化学”之课一无所成，岂不是辜负苍天！

版面整体统筹：王涛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
□ 江之源 (高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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