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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晚，济南山东剧院。
聚光灯亮，音乐声起，大幕徐

开，由著名作家峻青同名短篇小说
《党员登记表》改编的大型现代京剧
隆重开演。

这不是《党员登记表》第一次
被搬上舞台，自1954年8月8日在
华东区党委机关报《解放日报》首
发以来，这篇数千字的红色经典短
篇小说先后被收入各种版本的选
集、中学语文课本，先后被改编成
越剧、淮剧、京剧、话剧、评弹、广播
剧、连环画，甚至被拍成电影，搬上
大银幕……

在纪念峻青先生逝世5周年之
际，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探寻
这篇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

时代造就经典

“暴风雪在飞扬着……
一九四三年的海莱山区，颤栗

在凛冽的寒冬里。
风卷着雪花，狂暴地扫荡着山

野村庄，摇撼着古树的躯干，撞开了
人家的门窗，把破屋子上的茅草，大
把大把地撕下来向空中扬去，把冷
森森的雪花，撇进人家的屋子里，并
且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怪声地怒吼
着、咆哮着，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
是它的驯服的奴隶，它可以任意地
蹂躏它们，毁灭它们……”

这是《党员登记表》的第一段
文字。这段对自然气候拟人化的
描写，有着双关的性质，它既描写
了自然界暴风雪的现象，也象征着
当时胶东海莱山区乃至全国的严
峻形势。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残
酷严峻的形势下，有人苟且偷生，叛
变投敌，出卖同志，给党组织造成严
重损失。正如峻青在《关于〈党员登
记表〉的写作》一文中所写到的那样：

“我看到过那滚滚的五龙河的激流中
漂浮着一团团殷红的血水，我看到过
那白茫茫的大河两岸的河滩上横陈
着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我看到过那
无人区里的荒凉的村落，我看到过那
边沿地带的冲天的火光。”

《党员登记表》所反映的时代背
景，正是抗日战争中这样一段最艰
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冬天，在海
莱山区的黄家夼，为了保护一份记
载着全区34位党员姓名的登记表，
区委书记老赵面对敌人的酷刑，毅
然决然地咬断自己的舌头，最后壮
烈牺牲。只有19岁的女共产党员
黄淑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酷刑
折磨，英勇不屈，毅然走上刑场。黄
淑英的母亲黄老妈妈（当时还不是
共产党员）掩埋了女儿的遗体，历尽
艰辛，终于将这份党员登记表完好
无损地交给了党组织，并成为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党员登
记表》的故事梗概。

而峻青是这场严峻斗争的亲历

者和见证者。
“我很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

惯，每逢看到和听到使我心情激动
的人和事之时，就情不自禁地要用
口和文字来把它们颂扬开来，传播
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动人的事
迹，受到与我同样的激动和教育。”

“我的许多作品就是在这样一种感
情的冲动下写出来的。《党员登记
表》同样如此。”

《党员登记表》的创作始于
1953年。这年秋天，1948年南下后
峻青第一次回到故乡。从徐家店下
车后，他和妻子于康是一路唱着“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步行回到家
乡的。那时，峻青刚好30岁，也是
他从新闻部门的行政岗位调到文学
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年。

怀着久别重归的心情，他走遍
了五龙河两岸的一个个村庄，拜访
了许许多多经常思念的乡亲朋友。

“正是暮秋时节，经过了汹涌浑浊的
洪汛之后的五龙河水，显得异常清
澈可爱，简直就像一川流动的碧
玉。海莱群山中，经霜的红叶，则像
一片片烈火，烧红了山野，他使人想
起了那往日的红火，烈士的碧血。
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度春秋，但
是，人们却并没有忘记战争，忘记革
命。我到每一个村庄，每遇到一个
在战火经受过锻炼的人，他们都依
然怀着当年的战斗豪情，来回忆和
叙说那往日的战斗生活，活着和死
去了的人。”（引自《关于〈党员登记
表〉的写作》）

从故乡回到上海后，当年艰苦
斗争的人和事不停地在峻青眼前浮
动，创作的冲动一直在峻青的胸中
涌动。“1954年5月27日夜写于上
海”——《党员登记表》的最后一行
文字告诉我们，这篇红色经典完成
的时间。两个多月后的8月8日，
《党员登记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兼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

魅力经久不衰

文学经典的意义体现在它的文
学价值。外在形象的具体、生动、独
特和内在本质的深刻和丰富，是每一
部文学经典必备的属性。《党员登记
表》就很好地体现了经典的属性，它
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社会关注，除出
版社各种版本刊载之外，以同名小说
改编的戏剧、影视剧、连环画纷纷登
上舞台，显示出经典的魅力。

越剧是中国第二大剧种，又被
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党员
登记表》刊发不久，著名编剧、导演
陈静就将小说《党员登记表》改编成
同名越剧现代剧。1958年，浙江越
剧二团在杭州演出，随后，赴上海、
青岛、天津、北京等地演出。1959
年春，上海越剧二团以中国上海越
剧团的名义，携越剧《党员登记表》
走出国门访问演出。随后，同名的

淮剧、评弹先后登台，同名的广播剧
也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

上世纪50-80年代，河北人民
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山东
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均出版过
根据小说《党员登记表》改编的连环
画。2022年，峻青逝世3周年之际，
由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和烟台市教
育局联合组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红色记忆——胶东红色故
事连环画》一套五册正式发行，第一
册就是峻青的《党员登记表》。

京剧被誉为国粹。2014 年 6
月，七场现代京剧《党员登记表》在
莱阳市工人文化宫成功演出，这是
《党员登记表》第一次搬上京剧舞
台。在剧目的创作过程中，中共莱
阳市委派人专程到上海看望93岁
高龄的峻青。当从电话中得知家乡
的人要来上海探望时，峻青特别激
动，他让女儿向医院请了6个小时
的假，专程在家中迎候来自家乡的
乡亲。见面时，峻青谈起了五龙河，
谈起了英雄的海莱人民为了中国革
命做出的贡献，他在剧目改编创作
委托书上签字后说：“感谢英雄的海
莱人民。”2024年6月24日，由烟台
文化艺术中心联手业界一流创作团
队，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精品剧目
——《党员登记表》在济南山东剧院
精彩上演，再一次诠释了红色经典
的魅力。

《党员登记表》同样引起了影视
界的高度重视。2017年12月，由山
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烟台市委市政府和海阳市委市政府
主办，山东电影制片厂承办的电影
《党员登记表》首映式在济南举行。
该片被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列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优秀影视剧展映展播推介的七部
电影之一。2019年3月，电影《党员
登记表》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

除了专业院团纷纷改编排演同
名戏曲外，一些非专业团体也将《党
员登记表》搬上舞台。2020年 12
月，话剧版的《党员登记表》在青岛
农业大学海都学院礼堂首演，这是
由学校团委组织，由学生编剧、排
练、演出的剧目。

自《党员登记表》发表后，除了
入选各种版本的文集、选集之外，也
陆续进入教育工作者的视野。自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党员登记表》
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2021 年 7 月，人民文学出版
社推出 4 卷本的“建党百年百篇
文学短经典”系列，编选以主题
性、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
度统一为标准，精选反映建党百
年光辉历程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与
散文纪实作品 100 篇，向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党员登
记表》名列其中。

大浪淘沙，经典长存。《党员登
记表》即是典型一例。

一个人可以代表一座城吗？可以，鲁迅代表了
绍兴，钱钟书代表了无锡。一个人的作品可以代表
一代人吗？可以，魏巍代表了最可爱的志愿军，曲
波代表了林海雪原的英雄。

观看了烟台市京剧院排演的现代大型京剧《党
员登记表》，让我确信：无数人共同做一件事，一定
是特别有意义的；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一
定是彪炳史册的。可以自豪地说：峻青，代表了海
阳。他的短篇小说《党员登记表》发表70年来，脍炙
人口，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

《党员登记表》反映的是1943年海莱山区在白
色恐怖下的革命斗争。海莱山区，位于胶东半岛
的中部，是峻青“亲爱的故乡”。这里有巍峨的高
山，有连绵的丘陵，有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五龙
河，有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汪洋大海。可是，就在
这样一片风光迷人的土地上，却充满了深重的灾
祸与苦难。汉奸赵保原疯狂屠杀海莱人民，五龙
河的激流中常常漂浮着一团团殷红的血水，白茫
茫的大河两岸的河滩上横陈着一具具血淋淋的尸
体。然而，胶东，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向以民风
强悍而著称，他们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毅
然决然地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生命，来换取更多
人的生存和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多么美
丽的心灵！《党员登记表》中的黄淑英母女，就是这
种崇高的化身、美丽的体现。

1954 年，峻青的短篇小说《党员登记表》问
世后，立即在全国引发反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了胶东党员的坚强、海阳
人民的不屈。继而写出的《黎明的河边》《老水牛
爷爷》《老交通》《交通站的故事》等作品，确立了
峻青胶东红色文化奠基人的地位，引领了红色文
化的潮流，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成为海阳文化
的代言人、胶东的文化软实力。

2023年峻青百年诞辰，作为峻青的家乡人，烟
台市京剧院从多套方案中几番论证，最终确定投
巨资，创作现代大型京剧《党员登记表》；2024年6
月24日，剧作在济南首演，这是里程碑式的壮举，
因为2024年是《党员登记表》发表70周年，是新中
国成立75周年。京剧《党员登记表》的演职人员像
当年的峻青一样走遍了五龙河两岸的每一处村
庄，遍访英雄和村民。曾经浸染着先烈鲜血的五
龙河水，此时清澈可爱，简直像一川流动着的碧
玉。海莱群山中，经霜的红叶，则像一片片烈火，
烧红了山野。虽然已经过去了数十度春秋，但是，
人们没有忘记战争，忘记革命，他们依然怀着当年
的战斗豪情，回忆和叙说那往日的战斗生活、活着
和死去的亲人。

每一个回忆者就像五龙河的浪花，灿烂地绽
放，他们牢记先烈意志，激励后人珍惜眼前的和
平生活；每一个述说者就像五龙河水滚滚向前，
那么热烈奔放，他们是先烈的眼睛，看到了如今
繁花似锦的新生活。五龙河水浩浩向前、汇聚入
海，满载着胶东儿女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传遍
祖国的大江南北。

峻青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您笔下的先烈没有
白白牺牲，他们为之奋斗的和平安宁实现了；黄淑
英母女可以欣慰了，她们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的“党
员登记表”传承下来了；名单上的党员们都还“活
着”，他们因为京剧《党员登记表》的演出又得以续
命，重回人间。

虽然峻青离开了我们，但只要他的红色经典
作品还在，他的精神就在，承载着国家命运的党员
们还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只要五龙河还在流，
《党员登记表》就会有下一个70周年，就会有无数
个70周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会延绵不
断，勇往直前。

谨以此文纪念峻青先生逝世五周年。

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
——以峻青短篇小说《党员登记表》为例

孙为刚

编者按
峻青先生是烟台大地孕育出的著名作家，是一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战士，他创作了大量的红

色经典作品，历久弥新。今年是峻青逝世5周年，红色经典小说《党员登记表》发表70周年，烟台推出
现代京剧《党员登记表》。为此，本报推出专版缅怀峻青先生，评论经典文本，以飨读者。

也谈峻青的
《党员登记表》
李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