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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领衔主演

话剧《断金》将亮相2025·南京戏剧节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鸣）1月14

日，龙马社原创话剧《断金》正式开
票。该剧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
张铁林领衔主演，将于5月23日—
24日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亮相
2025·南京戏剧节。

大幕拉开，百年前的王府井大
街——新开市的东安市场，再一次
响起了热闹的吆喝叫卖声……话剧
《断金》由邹静之编剧，一经上演便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所到之地几乎
一票难求，该剧收获了极高的评价。

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相聚话剧
舞台，延续“铁三角”情缘，用纯熟的
演技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诠释《断金》

里的三兄弟。在舞台方寸间，为观
众们铺展开一段段或悲或喜的人生
故事。

剧中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京城
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口老井边
上，三个落魄的年轻人相遇并结为
兄弟。时局乱世，但是年轻人坚信
他们只要兄弟齐心，必将在京城直
攀青云。几年后，三兄弟开出了王
府井最大的商铺——万盛和。

然而，买卖立起来了，兄弟的心
却散了。迥异的性格、截然不同的
处世原则，让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
人生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张国立（饰 富小莲）举手投足间

尽显沉稳大气，完美诠释出一个胸
怀大义、坦荡隐忍的君子形象。王
刚（饰 魏青山）台词精悍深邃，青年
时的霸气狡诈与暮年时落魄惨淡的
心绪，让观众不胜唏嘘。张铁林
（饰 贵宝）更是把一个耍无赖又没
坏心眼、喜欢吹牛但也懂些道义的
市井小民演绎得入木三分，并用一
段精彩的京剧唱段惊艳全场。

起起伏伏的 150 分钟，演的是
纷纷扰扰的人生命途，映的是来来
往往的人情世故，观众们痛痛快快
地观看一场欲望的成败。

▶话剧《断金》剧照 南京保利大剧院供图

最近，《国色芳华》引发热议。观众上一秒还沉浸在大唐繁华，下一秒就被抄袭风波搅
得云里雾里。这部剧的关注度持续飙升。杨紫在剧中饰演牡丹花匠，牡丹花在唐朝有怎样
的文化内涵呢？李现饰演的“花鸟使”是干什么的？跟着文脉君，寻觅“大唐芳华”。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经纬 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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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奢侈品”

花鸟使
可不是采购花鸟的

《国色芳华》中的何惟芳和蒋长扬 官方剧照

《国色芳华》剧照

江苏文人也爱牡丹

《国色芳华》中另一个核心人
物蒋长扬（李现饰演），身兼光禄寺
少卿和花鸟使两职。“花鸟使”这个
官职，看上去似乎也与花卉有关，
实则是皇帝的心腹。

唐玄宗时期，“花鸟使”其实就
是为皇帝在民间搜寻美女的，不论
女子出身、婚配状况，只要漂亮，就
可能被强行选入后宫。

这些女子，除了姿色出众和有
特殊机遇被选为妃嫔的以外，大多
数就以普通宫女身份度过一生。

而“蒋长扬们”还面临严格的
“绩效考核”，有学者统计，唐玄宗
时期后宫人数膨胀至4万多人！

在唐代诗人元稹笔下，花鸟使
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醉酣直入卿士家，闺闱不得
偷回避。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
爷血垂泪。十中有一得更衣，永配
深宫作宫婢。”（元稹《和李校书新
题乐府十二首·上阳白发人》节选）
可以想象，深宫之中，又有多少朵

“牡丹”争得芳华。
不过在剧中，对蒋长扬的工作

内容做了很大改编，虽顶着花鸟使
的官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作为。
他看似整日流连于花丛、周旋于权
贵之间，实则心怀报国之志，搜集
朝堂内外的情报，探寻那些危及社
稷、鱼肉百姓的黑幕。

一个花鸟使，一个牡丹匠，在
这片繁花之中，书写自己的芳华。

剧中，杨紫饰演的何惟芳是
位培育牡丹的高手。唐朝人对
牡丹到底有多喜爱？

那时，牡丹因为受到皇室的
喜爱，被引入宫廷，唐高宗就曾
多次召集群臣共赏双头牡丹。
帝王的喜爱让牡丹很快风靡长
安。

武则天也极爱牡丹，因为牡
丹对于她来说，更是一抹乡愁。

唐代舒元舆在《牡丹赋》中

写道：“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
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

武则天的老家“西河”——
并州文水县（今山西文水县）盛
产牡丹。武则天下令将西河精
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宫内，这在长
安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广种植
热潮，牡丹也迅速由宫苑种植到
了高级寺观、达官贵人宅第，最
后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朝的东都洛阳也曾遍植

牡丹，城内园圃林立，几乎家家
都种植牡丹，赏花之风盛极一
时。洛阳也被称作牡丹城。

文人墨客对牡丹不吝赞美
之词，刘禹锡写下“唯有牡丹真
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描述的
正是人们品赏牡丹的盛况。

“牡丹”成为当时贵族圈的
“奢侈品”。可以想见，何惟芳这
样的商贾之女，带着“奢侈品”牡
丹出嫁，确实有排面。

牡丹的美也俘获了世世代
代的文人雅客。

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禹锡，白
居易也写下“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徐凝赞道“何
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
华”。

“吃货”苏东坡还发明了“吃
花法”——牛酥煎落蕊。别人赏
花赞一句真美，苏东坡赏花叹一
句“真香”。

他在《雨中明庆赏牡丹》一
诗中写道：“明日春阴花未老，故
应未忍着酥煎。”可见，用酥油煎
着吃是苏东坡对牡丹最深沉的
爱。

江苏文人对牡丹也十分喜
爱。《江苏文库·文献编》之《徐公
文集》中，记载了北宋文学家徐
铉的一首《严相公宅牡丹》，其中
写道“但是豪家重牡丹，争如丞
相阁前看”，再次肯定了牡丹的

“江湖地位”。
《江苏文库·文献编》之《范

忠宣公集》中，留下了宋代文人
范纯仁对牡丹的赞美，“洛城花
美四方归，独有姚黄得见稀”。

可见洛阳城缤纷的花朵中，他独
爱姚黄牡丹这一珍稀品种。

“明四家”之一的沈周也用
一首《吴元玉邀赏牡丹分韵》，道
尽牡丹之雅。

百朵香云怕急飞，未曾来赏
判迟归。

临轩要约从先定，折简频烦
恐后违。

药玉酒船群客送，黄金筵直
主人挥。

添灯不道成深夜，起看红妆
觉露微。

从赏花之约开始，到夜色深
沉、晨露微现，沈周的诗犹如一
幅工笔画，通过细腻入微的笔
触，将牡丹之美展现得淋漓尽
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