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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过艰难的潜心创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无数次深入商飞公司，锲而不舍地以大国工匠
的精神，反复修改加工打磨以商飞人、民航人为
主角，以中国大飞机研发制造为题材的话剧《追
梦云天》。
商用大飞机是中国几代民航人的梦想。上海，

是中国制造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城市，总是在国
家最需要的时候主动请缨，为国担当起一项又一
项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重任，几十年风雨兼程，坎
坷曲折，始终坚守在中国大飞机自主研制的最前
沿。支撑上海信心的则是全国数以万计的民航人，
几十所高校，二百多家企业和二十多万产业工人
不计昼夜的奋斗。可以说，!"#"矫健的机身、展开
的机翼，凝聚了中国精神和上海精神。
话剧《追梦云天》凸显了一个和平年代的英雄

群体丰满的精神世界，而主宰这个精神世界的核
心就是，燃烧。大飞机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
一旦播到心里就会终生燃烧，漫天火光，烧灼一
生。这是老中青三代人薪火相传的生命接力。
老一代航空人郑天行，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飞

机设计师、运 #$副总设计师，运 #$的下马重创了
老人的人生，但大飞机始终像一团不熄的火在他
心中燃烧。他以八十高龄重新出山，给 !"#"出谋
划策；老工人杜根宝用几十年来被化学药剂浸得
十指伤痕累累的双手，忍着疼痛，一次次把几千片
应变片挂上机身；中年一代女主角唐瑛和男主角
许新华都是郑天行的学生。唐瑛出国十六年，但老
师心中的大飞机梦想一直揣在她的怀里，一听到
祖国的召唤，立刻放弃了一切优厚的待遇，像花木
兰般万里赴戎机，来到商飞的第一线，立志“第一
个做到，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蓝天”；曾经的恋人
许新华接续着导师让大飞机飞上天的火种，铁面
无私地恪守着自己适航审批的神圣职责；而年轻
一代，工程师杜小雪从小就缠着父亲，要杜根宝带
自己“一起去造飞机”。她和男友、首席试飞员高子
健，还有周围和孩子一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为了大
飞机的共同梦想，远离家乡，牺牲青春，食不香，寝
不安，过早地承受了与自己年龄不匹配的巨大精

神压力。
大飞机梦想的火种在时间的纵轴上呈现了一

种伟大的前赴后继的生命接力，在横向上则是设计
师工程师、试飞员、技术工人三个群体理想、信念、
行动的叠加和这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这种戏剧冲
突，集中体现在唐瑛和许新华之间。前者是大飞机
的设计生产方，后者是大飞机的验收审定方。这样
一来，虽然抱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但在理想信念的
实现过程中，仍然免不了因为个性、岗位和各人语
境的不同而产生激烈的冲撞。许新华在每一次试验
中都展现了自己理性、严谨的职业精神和个性特
点，“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中国制造的飞机上
出事！”作为副总设计师唐瑛，她带着满腔的激情回
到商飞公司，就是要为了实现“带领中国的大飞机
走向成功”的理想。在一次次的交锋中，他们最终在
老师郑天行面前，完成了感性和理性、激情与严谨、
坚持的我和追逐的你的结合同一。其中值得玩味的
还有让人纠结不已的两人感情世界的合、分、合。
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这个中国故

事是具体的，是以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商飞人为
个体单位汇成的波澜壮阔的叙事洪流，而不是大而

无当的抽象存在和空洞概念。作为一部内容非常
“硬核”的戏剧作品，这是一群把家国情怀变为让中
国大飞机在蓝天上万无一失地自由翱翔的英雄，又
是有着活生生血肉情感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就是
一部因为理想“崇高而疯狂而美丽”的传奇。

大飞机产业是现代工业的“王冠”，它对于推
动、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
杆，也是代表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制高点”。在
!"#"直冲霄汉的矫健身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起飞，那么艰难，那么波澜壮阔，
充满了汗水和艰苦，挂着痛苦和喜悦的泪水。大飞
机的起飞过程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者的一
次痛苦而快乐的起飞。我们深知工业题材创作的
艰难，明白“大飞机话剧”的难上加难。如何化解几
乎绕不开的科学技术难题，如何让人物更鲜活，让
作品更艺术更戏剧，《追梦云天》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相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定能像商飞人把大
飞机托上蓝天那样，让《追梦云天》的下一次起飞
升到新的高度。我们期待看到，蓝天下一颗颗飞着
的英雄心。

! ! ! !十二艺节，星光灿
烂，各个剧种的演员都
亮出自己最大的华彩。
豫剧《重渡沟》主演贾
文龙是出色的豫剧演
员，塑造的焦裕禄形象
深入人心。贾文龙版
“焦裕禄式好干部”，已
经成为戏曲舞台上的
经典。对于演员来说，
要突破自己的经典形
象是十分不易的。“马
海明”并不是加上点快
板、加上点幽默、加上
点夸张便能立得住的，
而是要符合演员本身
内在的思路，同时又符
合人物形象塑造的需
要，让人感觉到贾文龙
还是那个贾文龙，而
“马海明”确实就是这
个马海明。当然，从一
度到二度，都尽量为贾
文龙的突破提供了一
定的支撑，比如悲喜风
格的彰显，幽默性格的
融入等，再加上贾文龙
自身的探索，给我们带
来了新的惊喜。
马海明是乡官。乡官与村官不同，他有

较开阔视野，有一定格局，有前瞻意识；乡
官又与县官不同，他直接面对群众，又顶着
“上头”压力，处于“夹心层”，可能要多几分
灵活，多几分幽默，乃至多几分狡黠。在人
物塑造上，贾文龙饰演的马海明多才多艺，
擅长摄影、会打快板，性格开朗，不无幽默，
同时又一诺千钧、倔犟不屈。贾文龙把马海
明与吕二涛拉锯式谈判过程演绎得恰如其
分，把心理博弈展示得淋漓尽致，其内心的
矛盾与纠结，困惑与思考，都真实可信，让
人感动又敬佩。多个代表性唱段给人深刻
印象，加上表现心理性格的许多细节，使马
海明形象鲜明，深入人心。

手眼身步法，是戏曲演员的生命。但这
简单的五个字之间，却有无穷奥妙。每一个
字，都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技巧的提升、
感悟的升华而绽放出新的光芒。在该剧中，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贾文龙对抖磕、跳转跪、
搓跪、舞龙搅柱等高难度动作的精彩演绎，
更为其酣畅淋漓的演唱而折服。技术难度
分%人物塑造分%剧情贴切分———三项高
分加起来是让观众忍不住高声喝彩的观剧
享受。在这一点上，有了好的戏剧基础，贾
文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当然，其他演员同
样满堂华彩，有三团“实力天团”的助力，该
剧的观赏性可以说得到了保证。
《重渡沟》走到今天，应该说十分不易。

从一度几乎放弃这个作品，到反反复复改
了二十来稿，《重渡沟》至少要面对两重突
围：一是“黄金团队”对自身的突围。现实题
材本就是难中之难，编、导、演又都是在达
到一定高度之后寻求新的突破，无疑是难
上加难。二是对同类题材的突围。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各类“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有上
千部。面对专家、观众们的审美疲劳，如果
该剧不能给出足够的亮点和诚意，无疑会
带来非议。
超越别人很难，超越自己更难。就《重

渡沟》来说，我们看到了整个团队寻求突破
的诚意和勇气，也看到了他们的担当与毅
力，或许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

! ! ! !台北市为此次十二艺节送来的节目是曾经在
台北市城市舞台上演出的《阿搭嫂》，本出戏是由
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和台湾戏曲学院青年剧团
携手演出，由高甲戏原剧改编成以高甲戏、客家戏
和歌仔戏共演一剧的演出形式。
“阿搭嫂”是闽南人对爱管闲事、好打报不

平、大大咧咧的妇女的称谓，平日里也被称之“鸡
婆”，客家语叫“插事嬷”。本剧主人翁就是一位这
样的人物。剧作家在闽南地方风情的背景中，用
浓烈的笔触刻画一位朴实的民妇“阿搭嫂”。以
“阿搭嫂”被卷入一场绑童案，作为全剧的基本叙
事平台。透过阿搭嫂一根筋的执着好事，令人哑
然失笑的行为，以及急公好义的典型形象，来重新
审视当今社会问题。
此剧采用最具闽南喜剧特色的高甲戏丑行表

演，舞台设计针对“阿搭嫂”介入绑童案的心路历
程为介质，构筑一种功能性的双层结构，作为演剧
空间的疆域界定和型态呈现。
《阿搭嫂》原为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曾

学文于 &$$'年为高甲戏编写的剧本，在大陆已上
演了 #&个年头，颇受好评。曾学文曾三度荣获戏
剧文学最高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以及有
四部作品获“文华奖”。而这次是由台湾戏曲学院
教师李文勋将之修编成高甲戏、客家戏和歌仔戏
三种剧种、三种曲腔、三组主演接力演出，较之纯
粹的高甲戏《阿搭嫂》，别有一番新视野、新风味。
《阿搭嫂》第一折以端阳佳节游人如织为开

端，阿搭嫂穿梭在人群中，大小事情都要轧一脚，
忙着招呼观众入座，连看庙口的乱弹戏《王英下
山》王英和天仙公主对打她都投入在剧情中，似乎
一直在下指导棋，教天仙公主如何如何反败为胜
……最后肖秀才被人撞倒，众人逃之夭夭，她毅然

决然送秀才去医院，从此惹下不必要的麻烦。李文
勋以男丑扮演阿搭嫂，他耸肩驼背哼唱着《上山采
茶》》等，笑感十足，把阿搭嫂热心公益、好插事的
性格表现得鲜明可爱，又巧妙地安排三个阿搭嫂
同时亮相，让整出戏甫开演即抓住观众的目光。
阿搭嫂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待人接物是非常

单纯的。当阿搭嫂走进现代化的都市，才发现人人
前面都有一道加固的“防护墙”，无不小心翼翼地
保护自己。整出戏的舞台设计以长方形的木框为
主轴，木框即象征人们心中的“防护墙”。

第五折阿搭嫂陷入逃走还是救人的两难时，
插入三个阿搭嫂段落，表现人物内心的纠结。阿搭

嫂回忆从前夫君病危时，挨家挨户去央求邻舍帮
忙，却落得“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
回应，以致夫君病重而死。加入此段是想强调阿搭
嫂的古道热肠性格的坚定性，虽然夫君因人性的
自私失救而死，自己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最
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去营救被绑架的少爷。

在这折中，以移动式的长方形木框来代表每
户人家，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旋转舞台有异曲同工
之妙。在其他折中，阿搭嫂也几乎是从框架中出
场。人间的真、善、美本来是天生的，但是受到外界
的污染，往往内心不知不觉地架起“防护墙”，如何
突破框架，恢复人性的良知应是设计者吴沛颖和
编导李文勋的用心与关照。

客语劝世文《娘亲渡子》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
性，它是一千多年前唐五代讲唱文学流播至今的活
化石，说唱母亲怀胎有如挑重担，怀孕临产受尽各
种苦难，抚育幼儿时回干就湿、洗濯不净，是唐五代
敦煌民间养儿风俗的体现，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妇女
育儿做法的记录，时至今日，在台湾客家庄丧俗“打
血盆”或民歌中仍传唱不辍。第五折当阿搭嫂闯下
祸端、儿子媳妇想把她遣送回乡时，文勋巧妙地让
阿搭嫂唱了一大段的《娘亲渡子》，将近十分钟的唱
段，让全场观众“嗨”到最高点，热泪盈眶。

在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戏曲的跨剧种合作，大
多见于昆剧、京剧与豫剧之间，而客家戏则是与京
剧、歌仔戏混搭较多，如荣兴剧团的《霸王虞姬》、
文和传奇的《来自三国的你》，歌仔戏、客家戏和高
甲戏合作倒是头一遭。金莲陞高甲戏团长吴晶晶
带领的资深演员，将高甲戏的表演艺术传承给青
年剧团的师生，可说是相当成功的。师生们不但学
到高甲戏活泼轻快、夸张性大、节奏明朗的丑行表
演技艺，而且还因为合作修编而碰撞出新的火花。

! ! ! !这也许是本次艺术节投资最少的一出剧
目，更是演员最为年轻的剧组，我相信也会是
最打动人的一出剧目之一。

也是机缘巧合，我是有幸观看了这部话
剧首演的为数不多的观众中的一位。去年盛
夏我在北京研习音乐剧期间接到上戏同学
的电话：“军艺的毕业大戏，要不要看？”这个
时候还有毕业大戏？作为一名艺术高校的教
师已经习惯于上个年度的冬天或者第八学
期的四月前后观看表导演专业的毕业大戏，
然后就是各自散开找工作或者完成论文。在
大部分高校开始放暑假的时候，还能排演毕
业大戏或许只有纪律严明的部队院校才能
办得到。与中戏上戏标准的大剧场相比，位
于军事文化学院教学楼内创演系的黑匣子
剧场显得有些简陋，很多布景和道具只好堆
在走廊里，有些同学只好在临近的教室换装
与化妆。我在入座前是有一些担忧的，原著
可是一部精彩宏大又不失深刻的文学巨著。
张丰毅和李雪健等明星与老艺术家可是用
了四十多集电视剧才将人物塑造了出来。这
样的演出条件和这些年轻的学员又能完成
怎样的呈现？

随着场灯的关闭和音乐的响起，四周的
环境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你已经被舞台上呈
现的画面与人物所吸引。这些脱下了橄榄绿
穿上了灰布新四军军服和各式服装的演员化
身在那个激情与苦难并存的时代与角色身
上。当年的姜大牙和朱一刀不就是二十岁左
右的懵懂青年，当年的东方闻音虽然是二十
出头的短发女孩却已是沉着大气信仰坚定的
女政委。这次改编是依附于这些演员所理解
与刻画的人物基础上，删去了小说中较多的
历史背景与复杂线索。而是展现这些年轻革
命战士的芳华岁月与激情战斗，作品不回避
他们有过的迷茫与困顿，不矫饰他们的追求
与理想。题材和表演是大开大合的，可近距离
地观看还能感受到每一个演员的投入与真

挚。你会感受到男孩原始的冲动和爆发的激
情，更能体会到女孩羞涩时的精美和牺牲时
的绚烂。虽然是学院内的毕业演出，虽然同学
间亦有主角与配角分配的差异，但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的上场与下场都是如
此专业。仿佛他们并不是在演一出关于七八
十年前的战争，此刻的舞台就是他们年轻的
战场。

豪华的剧院，昂贵的舞台设备可以有好
的视听效果，但一出好戏一定是演出来的，而
且是所有人的忘我投入。演出结束，该小说的
作者著名的军旅作家徐贵祥和导演走到了演
员的面前耐心地评述着演出的得失与观感，
看着他们认真的神情，我相信这样经过淬炼
的演员会在各个地方大放异彩。人生一定会
给努力者以回报。这出戏最终走出了学院的
小剧场走进了国家艺术节的大舞台。

如果说《历史的天空》会是黑马，并不够

准确。因为在全国艺术院校当中，解放军艺术
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是屡出佳作和人才的地方。在文学上，
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以及近三分之
一的茅盾文学奖的作者毕业于此。在戏剧上，
《我在天堂等你》也是最早获得国家十大精品
剧目。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该剧也是戏剧系的
毕业大戏，担任女主角的殷桃也就是后来电
视剧《历史的天空》的女主角东方闻音的扮演
者。可以说这部作品与这样的演出团队是有
缘的。

有缘亦需有源，在我期待他们来沪演出
的时候，《历史的天空》剧组没有单纯地排练
与准备，而是开赴小说发生的原生地安徽六
安与金寨等地，边演出边观察生活，为部队为
老区的群众带去他们的真挚表演，相信这样
的真挚和激情也会带给今天的我们同样的感
动与情怀。

! ! ! ! 是艺术，为
平凡生活洒下皎
洁的月光。

每当夜幕低
垂，石磊一家四
口，总会各自拿
出擅长的乐器，
古琴、口弦、竹
笛、大鼓，澳洲的
迪吉里度管，瑞

士的手碟，非洲的沙克……伴着月光，吹拉弹唱。
一家人的表演被搬上了舞台———民乐重奏《和·
鸣》，映衬于天幕上，满屏的星空下，即将亮相于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全国群星奖的决
赛舞台上。
他们也是寻常人家。白天，孩子们背上书包，

融于千军万马中，去奔赴一个又一个考场。大人
朝九晚五，奔波于柴米油盐。每个夜晚，人潮褪
去，万家灯火。为什么有人在彷徨焦虑，有人在仰
望星空？是艺术，为平凡生活洒下皎洁的月光。

从今年参加群星奖角逐的上海作品来看，
《和·鸣》还是讲述房价与奋斗的小品《价值》，或
是探讨母女关系的音乐剧小品《看见自己》，抑或
是浦东说书《养猪阿太》……创作的灵感大都来
自寻常生活。很难说，究竟是艺术点亮了生活，还
是生活观照了艺术。
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音乐类评委

陆在易表示，群文作品应该与专业作品区别开
来，更加鲜明地体现群文特色，凸显自身价值。

群文创作必须为基层群众坚守。专业作品为了
追求艺术性，可能会更多地追求审美和意境，而
群文作品内容则更应接近生活，形式应更加市
井气。

的确，上海生活千姿百态，就像群众的艺术
创作。生活在上海，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遇见的
是繁花也好，荆棘也罢，都有各自的精彩和挣扎。
譬如为了今年的十二艺节，去年上海群文新人新
作展评展演就涌现了一大批讲述身边故事的作
品。海派快板《暖男保安》中，保安小良针对小区
内停车难产生的矛盾，通过诚信管理有效地解决

了停车问题。上海难得一见大雪，有一年上海冬
天的一场暴风雪还让上海一觉醒来，被白雪装点
得分外美丽，路面的积雪却已被清扫一光，这一
场景感动了整座城市，情景表演《雪花的心愿》
中，一对情侣因为这场雪走到一起，他们美好而
高尚的爱情见证了城市的温暖，歌颂了城市中千
千万万个无名英雄。独居老人是老龄化社会越来
越突出的现象，群舞《我们的舞台》《陪伴》，戏剧
小品《光荣养老院》等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深度探
触老年人的思想与情感，展现了社会养老和居家
养老观念上的冲突与和解。

群众文化的创作既然源于上海，一定要带有
浓厚的上海生活特色，这也是海派文化中的重要
一面。上海市群艺馆星舞台上，萨克斯四重奏《海
上和音》奏响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时尚节拍，音乐
小品《梦想之城》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让年轻的
新上海人离梦想更近，女声独唱《古镇月亮》营造
出“小桥流水”“欸乃橹声”的诗情画意。这些作品
大部分入口都很小，但反映了大时代的大情大
爱。它们植根人民、植根现实生活，同样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英雄。

对于创作者而言，上海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
素材，而上海的创作机制则给了他们展现自己的
平台，也给了他们互相交流提高的机会。就拿上
海市残疾人舞蹈团来说，此次他们入围第十八届
群星奖决赛的作品群舞《红韵》，最初参加了 &$#(

年 )月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获得了
“优秀新人新作奖”，之后参加同年 ##月举办的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上海地区选拔，从 #*

个舞蹈作品中入选二轮选拔，最后在同年 #&月
的第三轮选拔中脱颖而出，最终拿到了直通总决
赛的唯一名额。在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方面，上
海市残联提供了多个市级、区级层面的演出平
台，让舞蹈团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此外，《红韵》参
与过 &$#(年“上海群文创作孵化机制”扶持计
划，得到了扶持基金，为舞蹈的进一步修改和打
磨提供了很大帮助。

生活在上海，可以把生活创作成艺术，也可
以让艺术创作融入生活。生活和艺术，在这座城
市里交相辉映。

! ! ! !湖北潜江花鼓戏剧团（即湖北省
花鼓戏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多年扎根
生活，扎根基层的地方戏曲剧团，此
次抵沪参加第十二艺节的是一部大
型原创现代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
事》。

该剧通过河西村致富带头人王大
顺和回乡女博士赵小荷早年结下的、久
久期盼的恋情带出他们的父亲———王
老五和母亲———荷花婶美丽而苦涩的
往事、旧情。作者通过两个老人爱情的
悲剧性纠结，深刻地展现了一位父亲和
一位母亲的爱，以及他们对子女命运的
关怀而带来的两个老人感情的悲剧性
的纠葛。写出了人生命运的曲折、波澜，
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苦涩与人性的美。
作者把这个美丽、苦涩的故事写在一个
正在奔小康的农村，具有极强的时代感
与青春气息！
整台演出的语言、唱词具有性格

化、人情化，通俗、幽默、亲切，富有浓
郁的泥土气息。
《河西村的故事》的音乐、唱腔以

亲切的湖北花鼓戏的传统旋律，抒发
着人物和戏剧冲突的诗情。舞美设计
充满青春气息的景观和流动的空间，
很好地衬托与凸显了演员的表演。这
台戏有许多精彩的舞台处理：全剧由
#&个“伴唱女子”在主要人物的身旁
“叙述”“评说”与引导主要人物的行
为，发挥了花鼓戏的民间歌舞的魅
力！
《河西村的故事》更可贵的是导演

充分发挥了演员的表演：既重视人物
的“真情实感”，又把演员的表演融入
花鼓戏的歌舞之中，细腻地表情、达
意，揭示了人物的心理内涵，既怀有真
实、生动的人物的“真情实感”，又重视
通过人物的形体动作的塑造，既有深

刻的“体验”，又有鲜明的“体现”；既把观众的注意力吸
引着关怀人物的心灵和命运，又给观众欣赏民间歌舞美
质的愉悦！这是我们戏曲艺术表演的一贯追求。

湖北潜江花鼓戏剧团多年深入民间，坚持创作、演
出具有时代感的、具有家乡风情的戏剧，同时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演员及音乐、舞美人才。多年来，一直用优秀
的作品回应时代呼唤。

我欲因之梦寥廓,观话剧《追梦云天》
! 毛时安

身边的故事最是精彩
生活和艺术在这座城市里相辉映

!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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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历史的天空》，
走出学院小剧场,走进十二艺节大舞台

! 石俊

中国台北市送来《阿搭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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