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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壮丽青春
□姜志涛

儿童节前夕，江苏大剧院推出的一部根据黄
蓓佳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剧《野蜂飞舞》，以盎然
的童趣，如火的激情，令人看后激动不已。该剧特
点鲜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一、实现了青春剧题材的突破。在新中国的
舞台上出现过许多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儿童剧，
如《少年英雄王二小》《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
等，这些戏都是讲述抗战时期敌占区的儿童与日
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野蜂飞舞》则是聚焦
大后方的儿童，表现20世纪40年代青少年的成
长经历和生存状况。主人公黄橙子一家，跟随父
亲的学校（金陵农学院）从南京西迁到成都的华
西坝，为躲避日寇的杀戮颠沛流离，过着逃亡的
生活，但他们从未忘记国恨家仇，从未失去打败
侵略者的信心，尽管敌机每天都在狂轰滥炸，但
他们依然顽强、乐观、自信地学习、生活。可以说
《野蜂飞舞》是儿童剧表现抗战题材的一次新突
破，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更表现
在人物塑造和主题开掘上。沈天路、黄橙子不是
什么英雄，只是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但
是剧作家用艺术的慧眼发现了他们特殊的个性
和非凡的品质，从而为我们塑造出了血肉丰满、
鲜活生动的艺术典型。沈天路、黄橙子和千千万
万中国学生一样，过着平常的生活，有自己的喜
怒哀乐，在父母面前撒娇，不高兴了也会耍小性
子……残酷的战争环境让他们经历了坎坷，目睹
了生死，见证了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危亡，虽然身
心稚嫩，但却早早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道理，一旦国家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
而出，慷慨赴死。剧中的沈天路、黄克俊、黄书雅
就是这样由平凡走向伟大的英雄，由普通学生变
身为撑起民族大厦的脊梁。这台戏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对今天的青少年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和启示
作用，让他们知道上个世纪40年代的年轻人在
战火中是怎样度过多姿多彩的壮丽青春的，艺术
家们用过去的生命来燃烧今天的灵魂。

二、用乐观、积极的心态表现残酷的战争。该
剧故事发生在日寇入侵的战乱时期，但编导没有
过度渲染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全剧充盈着
阳光、乐观、自信、向上的情绪。贯穿全剧的钢琴
名曲《野蜂飞舞》具有形象感和象征意义，迅疾、
绵密的音符仿佛让观众置身于盎然的春季，成群
的蜜蜂扇动着翅膀穿梭在百花丛中；激越亢奋的
旋律更像是年轻的生命中涌动的澎湃热血。阳
光、乐观，是这台戏的精神基调。在苦难、黑暗的
年代，主人公们依旧养成了健全的人格、阳光的
性格，在他们身上总能感受到无穷的力量，这种
力量正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三、作品讴歌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情的伟大。
这台戏不但有深刻厚重的主题，更有感人肺腑的
细节，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光辉、人情的伟大。主人
公沈天路是个孤儿，他爸爸与黄橙子的爸爸是一
起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回国后沈天路的爸爸投笔
从戎参加了共产党，夫妻双双奔赴抗日前线，把
沈天路留给爷爷奶奶照料，爷爷奶奶去世后，沈
天路成了孤儿。黄教授珍视与朋友的友情，亲自
去川西农村把天路接到华西坝来读书学习。战乱
时期条件艰苦，黄教授已有5个孩子，又多出一个
半大男孩，可谓难上加难，但善良的黄教授夫妇
对这个孤儿比对自己的子女还要细心周到。比如
女儿橙子一心想要买个新铅笔盒，因为经济拮
据，黄教授没有答应，却将那个漂亮的铅笔盒买
回来送给天路。橙子因此非常生气，甚至跟爸爸
发脾气，还赌气把天路的铅笔盒藏了起来。黄教
授夫妇的善良也教育感染了天路，他管教授夫人
叫娘，在天路的心目中教授夫人就是自己的亲

娘。她身体虚弱，平时总要穿一件皮坎肩，在一次
轰炸中皮坎肩被敌机的枪弹打烂，天路怕娘着凉
生病，自己偷偷跑到工地去当小工，磨破了双肩，
砸伤了大腿，终于用自己挣来的血汗钱为娘又买
了一件新的皮坎肩。教授夫妇宁可委屈自己的孩
子也要抚养好朋友的孩子，天路在他们的影响下
懂得了感恩和回报。全剧始终洋溢着温暖的亲
情、善良的人性。

四、剧作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抗
战的作用。剧中《潮流》杂志的主编、诗人李胜利
虽然不是主角，在剧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共产
党在国统区领导人民群众反抗日本侵略就是通
过他来体现的。李胜利从延安来到华西坝，出现
在学生举办的读书会上、义卖场上。他热情宣讲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诗人的激情朗诵田间的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并带头唱起了《延安颂》，
把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送给了黄教授。在他
的指引下，橙子的姐姐书雅也投奔了延安。李胜
利的几次出场合情合理、顺畅自然，把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作用自然巧妙地凸显出来，在庆祝建党
百年的今天，这样的处理尤为重要。

这台戏的演员都很优秀，特别是饰演沈天路
的尤洋洋和饰演黄橙子的谢阳更为突出。谢阳年
纪不大、表演经验不多，但在舞台上却显得很沉
稳、成熟，毫无生涩的感觉，对人物理解准确，表
演真实自然。

剧中，导演还大胆启用了很多低龄儿童参与
演出。在导演的悉心调教下，这些小演员的表演有
模有样，他们纯真稚嫩、严肃认真的表演让观众备
感亲切，也使得这台戏更有趣味性和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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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名曲《野蜂飞舞》在剧场响起的时候，我们的
视线被引向上世纪40年代。乱世中青春相伴的故事
拉开大幕。来自南京的黄教授一家，在抗战时期随着
金陵大学农学院一路辗转流亡到成都华西坝。之后，
黄教授将挚友的遗孤沈天路接至家中。十多岁的女
儿黄橙子和男生沈天路，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相识相
交，建立起纯真美好的友谊。沈天路在父亲沈栖云的
影响下义无反顾投身于抗战时，又赢得了黄橙子由衷
的热爱与敬仰。

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中学生的故事，是上世纪
40年代的青春之歌。那些随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迁
的孩子们，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受到书香墨气的熏
染，又耳濡目染父兄们的慷慨悲壮，他们如何长大，如
何选择，他们的青春打开和绽放的方式于今天的少年
又是一种怎样的触动？创作者讲述了一个清新明亮
的故事。情节的翻转流淌中，前辈的家国情怀扑面而
来。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凝视中，创作者用今天的灵魂
点燃了从前的生命，父辈的青春激情再一次在舞台上
飞扬。

青春剧《野蜂飞舞》的同名原著小说情节曲折、
人物众多、情感细腻。编剧欧阳逸冰在尊重原著精
神、保留原有意象的前提下，按照戏剧思维和逻辑将
30万字的小说重新建构为近90分钟的舞台剧。以
清晰的结构、流畅的叙事、充满机趣的情节、细腻的
人物情感，展开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选择和命
运。故事温暖深情、主题辽阔悲壮。选材题旨与当
下的时代呼唤相互映照，历史的艰辛曲折与故事的
荡气回肠相互映衬，提供了文学作品向艺术作品成
功转换的有益示范。

抗战背景下的青春故事有许多角度可以抵达。
作品以独特视角重点提取黄橙子和沈天路的情感经
历，以老年黄橙子的口吻，对童年往事进行深情回
望。90多岁的橙子奶奶历经沧桑，是艰难时世的见
证者，也是战争岁月的幸存者。回望过去，在黄橙子
的诗意讲述中，虽然生逢乱世，颠沛流离，但因有亲人
的相携相伴，岁月温暖美好触手可及。她和沈天路的

纯净情感以及一家人的相互珍视，散发出深厚隽永的
芬芳。只是欢乐美好中又存有淡淡的忧伤。因为陪
伴很短，离别很长，哥哥出征报国，姐姐北上延安，沈
天路牺牲于对日空战。他们都一去不返，将青春热血
挥洒于抗敌前线。作品在黄橙子的等待与失去中勾
连起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温暖与忧伤。全剧的基调
轻盈温婉，主题表达却沉郁厚重。轻盈与沉郁、诗意
与厚重，如复调、如重奏，真诚温润、悲而不哀。虽然
是老年橙子的叙述，通篇的节奏却简洁明快。橙子在
缅怀中度过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天际，点燃了夜空中
静默的思绪。那些率真有趣的往事用当下青年熟悉
的语言呈现，在剧场里飘散回旋。

一切文学都是人学，一切戏剧都与人有关，与人
的情感有关。对情感的诉说传递出的刚强和厚重，让
舞台增加了最真切的力量。抗战硝烟中，中国共产党
的指引、热血青年的义无反顾，甚至用身躯迎向日寇
的子弹，在云淡风轻中爆发出撞击人心的轰鸣。作品
切口很小，却见出大时代大精神。个人命运与国家安
危紧密相连，因而逝去的生命虽然短促却如此耀眼，
他们留下来的那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光，
依旧迷人鲜亮。他们也始终年轻，年轻到笑声里永远
带着露水。就像老年橙子所说，他们都死得其所，像
烟花绽放在天空，优美而绚烂。全剧以独特视角所进
行的富有诗意的讲述，对遥远岁月的凝神远望，在纯
真的情感编织中透露出的淡淡的伤感和温婉，让情节
与人物鲜活生动起来。它艺术地昭示着：一切美好与
真实，都能超越艰辛的生活而留存下来。越是苦难艰
辛的年代，年轻的生命身上越是有非凡向上的力量，
有无比厚重的家国情怀，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
强不屈的精神遗传。

全剧的结构叙事清新独特，打开了战争和灾难
叙事的另一种路径。上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硝
烟四起，黄教授一家流亡至川西，开始逃难避乱的生
活，创作者没有刻意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苦涩，
没有过多讲述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和成长带来的失望
与绝望，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少女黄橙子和她的家人
朋友同学，让他们在困窘而黑暗的年代依然绽放着
对生活的珍爱和信念，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对未来
的期待与希望，让这出讲述黑暗年代的戏剧充满温
暖与光亮。贯穿全剧的名曲《野蜂飞舞》也在舞台上
幻化成生意无限的旋律，诉说着年轻生命在那个时
代的选择和追寻。仅此而言，主创人员驾驭题材、精
巧谋篇的建设功力和对时代气质深刻把握提纯的创
造能力与众不同。他们对温婉诗意的叙述基调的把
握，对出人意料的对比衬托结构方式的巧妙运用，对
特殊家庭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的勾描，带来舞台呈
现的新景观，为戏剧创作打开题材选择和讲述方式
的新路径，引人心动之外产生关于战争叙事、轻重兼
容的新思考。

乐曲《野蜂飞舞》成为充满意象的戏剧性元素。
这种意象性不在于乐曲紧张激烈的节奏和具体内容，
而在于它串起了人物的漫长岁月。黄橙子从最初弹
不成调，到为了兑现要弹给天路哥哥听的承诺，最终
将乐曲弹奏得炉火纯青，但彼时沈天路已牺牲在战
场，那个要听的人永远也听不到了。这种伤感和遗憾
伴随了黄橙子的一生。全剧从头至尾贯穿的纯真、明
净、敞亮的怀念奠定了作品独特的风格，带有由青春
散发的单纯懵懂的味道，别开生面，清新透彻悲壮，如
一丝丝细雨，洗刷着人们的心灵。台上台下的共情共
鸣中，戏剧从容不迫地提升了舞台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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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少年儿童提供怎样的优秀剧作，长期以来都是剧作家们积
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近来，由欧阳逸冰编剧的青春剧《野
蜂飞舞》无疑可视为一次令人欣喜乃至惊艳的成功创作。该剧在
尽力保留黄蓓佳原著小说神髓与精华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剪
裁、提炼、萃取，运用精湛的戏剧思维和娴熟的编剧技巧进行艺术
再创造，将30万字的原著浓缩为不到2万字的剧本，以85分钟引
人入胜的演出，成为今年送给孩子们六一儿童节的一份厚礼。

该剧是一部从现实的此端出发，透过时间的帷幕凝视与观
照历史彼端的作品，即以已90多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年黄橙
子的视角，回望80年前发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那些如烟往事。这
种结构方式似乎并不鲜见，但其叙事的形态和内容却是新颖、
特异的。地处成都郊区的华西坝正是主人公黄橙子情之所系
的凝视点，也是剧中人物活动的最重要场所。那时她随身为金
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的父亲自南京流亡到此，虽然看不见战场面
对面直接厮杀的惨烈，但头上时有敌机轰鸣轰炸的巨大威胁，
在一种貌似平静却动荡不安的氛围中，她度过了少女时代希冀
和欢乐、焦灼与悲伤并存的青春岁月。这5年的时光如刻印在
石头上的记忆，不仅不曾磨灭和冷却，反映在作品中更是如此的
清晰和灼烫。

属于少女黄橙子的5年时光在剧作中皆以颇具独特性的场
景和细节所构成。父亲黄教授将好友沈栖云的孩子天路认作自
己的儿子，她虽感到异常欣喜，但在天路面前，却向父亲撒娇，孩
子气地向天路显摆她才同父亲更亲密；附小门口文具店有大白兔
等图案的铅笔盒为她梦寐以求，爸爸却买回来给了天路并鼓励他
好好念书，她气愤地将其拿走藏起，害得天路因没有笔无法做题
受到老师严厉斥责，这令她懊悔不已地要独自去川西找回天路哥
哥；天路因没将好东西留给妹妹，罚自己在树上过了一夜，两人的

“矛盾”至此冰消雪化；橙子淘气地拔下梅教授用作实验的大花种
鸡三根毛做毽子，引发了爸爸要责罚她的危机，天路则以橙子获得了学校体育技
巧比赛踢毽子冠军将其化解，兄妹友情因此更加升温。可以说，剧作从少年的行
为与心理特点出发来设计情节、展开叙事、刻画人物，使两位少男少女的形象被栩
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但假如该剧仅仅停留于此，在思想艺术的含蕴上显然是不够的。以抗战为主
题的儿童剧自然需要与时代大背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表现人物的成长和作为等
更具有思想分量的内容。随着情节的逐渐推进，剧作的情绪与气氛也越发激越和
亢奋：黄橙子与哥哥姐姐、同学们到街上义卖荷包和烟袋，以此支持造子弹、打鬼
子；他们高唱《救亡进行曲》，吟诵鲁迅的诗和高尔基的《海燕》，朗读田间的《假使
我们不去打仗》，激发抗战的决心与热情；姐姐黄书雅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哥
哥黄克俊则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以至于娘沉重而又自豪地说，她的两
个孩子都上战场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头上没有鬼子的飞机，眼前没有洋人
的大炮”。剧作的后半部更侧重于表现天路这个人物：娘的皮坎肩被敌机炸烂了，
他去做苦工为娘买皮坎肩，娘感动地说自己心里没有“秋凉”，只有“春暖”。黄教
授从延安来的李胜利口中得知，天路的父亲沈栖云在东北牺牲于日寇之手。怀揣
父亲照片苦苦思念和寻觅的天路因这一噩耗更激起了要参加空军杀敌复仇的斗
志。因此当天路在空战中战机受到重创时，便驾机撞向敌机与之同归于尽。剧作
在此表现英雄的热血忠魂化为碧空中沸腾的瀑布云，并赋予其美好浪漫的形象，
其如仙女刚刚织好的白绸布，万条流苏在自由地舒卷，磅礴而又飞扬，诗意而又壮
美，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

这部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虚构之作，显示出了独特的气质、韵味和美学品
格。剧作有着鲜明的简约风格，每场戏都精湛洗练，给人以极为紧凑而又愉悦的
观演体验。对主人公经历的详述和对次要人物重要行动的转述相结合，使得剧作
的谋篇布局张弛有度、井然有序，不仅自然、流畅、有趣，且干净透明、深情饱满、大
有深意。剧作要表达的主题是严肃的，却绝非一味地高台教化，而是将幽默的段
落与对话穿插其间，或同小观众进行轻松活泼的互动，对叙事节奏起到了很好的
调节作用。剧中对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是非常节制的，黄橙子与沈天路正是情窦初
开的懵懂年纪，两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带上爱情色彩，剧作在处理上不是避而
不提，也不是浓墨重彩，似乎朦胧又似乎清晰，在历史的叙事和人物的关系中保持
了一种恰当的分寸感。钢琴曲《野蜂飞舞》是剧作的主题音乐，不同场景、情境和
心绪下的弹奏与贯穿，既是构剧的一种外在形式，每一次旋律响起都具有推进情
节与深化情感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是一种内在节奏，即“野蜂飞舞”这一意象的
借代是生活环境的折射，也是人物心理的叠映，更是生命力蓬勃与奔涌的外化，把
在那一特定时代氛围中的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和内心的体验，都融进这首节奏急速
明快的钢琴曲中，因此它带来的是对神圣心灵境界的向往，是灵魂深处被打动的
强烈冲击力。

从少儿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表现人物成长的戏，即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
下，我们的少年具有怎样苦涩与温暖并存的生活状态，具有怎样悲愤与激越同在
的精神历程，这对今天沐浴在阳光之下的人们有着同样深刻的启示与警醒。从家
国的角度看，它表达的是年轻人如何胸怀天下、奋发有为、保家卫国的重大主题，
即在国难当头、风雨如磐之际，该如何绽放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之花。剧作实
现了跨越时空的富于深刻意味的对话，无论是从历史生活出发向今天的自然延伸
与定格，还是站在当代立场对历史的反向寻找和溯源，都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这
一脉相承的核心精神生动形象地传扬了出来，极富思想艺术价值。

青春剧《野蜂飞舞》笔谈
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文投集团、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策划，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日
前在南京首演。该剧根据作家黄蓓佳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欧阳逸冰编
剧，钟浩、廖伟导演，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华西坝为背景，以金陵大学农学院
院长黄裕华一家为中心，通过女孩黄橙子和异姓哥哥沈天路之间纯真美好
的友谊，表现了孩子们在艰难战争岁月的成长与追求。该剧上演后，受到
业内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认为其展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凝心聚力、
国之栋梁们的大爱厚德、青年才俊们的碧血丹心以及理想抱负在时代熔铸
中的升华，是一部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优秀舞台剧作品。

——编 者

在敌机轰鸣的战争背景下，一个天真少女的最大
心愿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头上才能没有鬼子的飞
机？”青春剧《野蜂飞舞》中的黄橙子出生于金陵大学
农学院教授家庭，她有温良贤德的母亲，天资优秀的
哥姐。战争将他们驱离南京，举家迁至成都华西坝。有
一天父亲领来一个陌生男孩，让黄橙子喊他天路哥
哥，他因失去亲人被黄家收养，黄橙子与沈天路的故
事就此揭开帷幕。

文学与戏剧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世纪以来，
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成为评论界的热点话题。但是从
文学到戏剧，不仅是两种题材的转换，更是戏剧思维
对文学叙事的凝练、提纯与升华，一言以蔽之，是创
造性转化。此剧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首演时小观
众们看得认真、耐心；成年观众在历史回望中亦感受
到了苍茫的战争环境、真切的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
的积淀。

剧中有意识地安排了老年黄橙子和少女黄橙子
的对视、对话及对应，这样的戏剧设定不仅为流逝的
历史时间在个体生命当中找到了贯穿线，而且呈现了
历史与现实的镜像关联，让从前战争的残酷与当下生
活的安宁产生强烈的对比性，也使得戏剧呈现具有间
离效用。

少女心事总是诗。此剧透过“野蜂飞舞”的心灵
意象、瀑布云一样的心事浩茫、老银杏树的遒劲苍
凉，表现了抗战背景下的家国命运、豆蔻年华的纯真
向往。在躲避敌机轰炸时，黄橙子与沈天路第一次见
面就彼此冲撞，一个是娇蛮任性的家中“小公主”，一

个是憨厚朴实的乡下小哥哥，率直冒失的黄橙子跌
伤小腿，被初次见面的男孩口嚼草药敷伤，像木桩一
样扛回家里，这让她觉得挺没面子。为了一个铅笔盒
二人又起了争执，导致沈天路离家出走，黄橙子在内
疚中寻找，在寻找中顾盼，一见面便是天真的喜悦，孩
子气地冰释前嫌。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成了一对好兄
妹。当黄橙子在街头义卖遇到酒鬼纠缠时，是天路挺
身而出保护妹妹；在两小无猜中、在敌机轰炸时，在天
路为给娘买一件皮坎肩而偷偷做苦工的行动中，黄橙
子了解了这位哥哥的真性情。天路完全进入了哥哥角
色，黄橙子对他渐生崇拜、依赖之情。当天路得知父亲
参加义勇军为国捐躯后，不顾阻拦毅然参加空军作
战，发誓要做顶天立地的人，不让鬼子的飞机肆意横
行；战斗中，他驾驶无法返航的飞机冲向敌阵，与敌机
同归于尽。他与黄橙子之间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天
真之情、纯真之恋，层层递进，令人动容。

围绕着这一对主人公的行动线、情感线，此剧也
表现了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抗战图景：战时凡是能够离
开敌占区、辗转敌后的知识分子，都是具有家国情怀、
民族尊严、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人。黄教授就是这样的
人，正如老舍所言，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
一点气节，不能等敌人进来把气节劫走。沈天路的父
亲沈栖云虽未出场却形象高大、豪气干云，在白山黑
水之间，沈栖云为民族而战，直至牺牲在前线。黄教授
不能奔赴前线杀敌，便把好友之子视如己出，这也是
民族之义。黄橙子的姐姐在教师、共产党人李胜利的
鼓励下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线；其大哥加入远征军

喋血缅甸，正如穆旦诗中所言：“在阴暗的树下，在激
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他们
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
开满”。剧中，教授太太们亲绣荷包，进行抗日义卖
募捐；连小娃娃们也走上街头，宣传抗战；这充分
说明中华民族不可欺，犯我中华者，我必拼死以
抗，直至胜利。

“野蜂飞舞”在剧中既用来指代敌机轰炸时的嗡
嗡嘤嘤、火光飞迸，也指代少女指尖流出的钢琴
声——在战争磨难中爱的萌生、心的跳动。剧中多次
出现敌机的轰炸，它像利刃刺破少年梦境。学校里一
位女生请求握一握沈天路的手，因为如他一般年龄
的哥哥已在敌机轰炸中丧命。黄橙子的母亲躲过了
轰炸，她穿过的皮坎肩儿却炸得满是窟窿。敌机掠
过，人群奔跑于断壁残垣之中。这些戏剧场面都表现
了历史之伤和家国之痛。但琴声激越，不断盘旋、上
升，则显现着身处战争环境下的人们心事的浩茫、人
性的光亮、血气的升腾、生命的顽强。

此剧的主体观众是青少年，表现抗战历史的残酷
性必须考虑他们知识的获得、人生的启悟与智慧的增
值。在对于战争氛围、战争性质、战争中人的处境的表
现方面，此剧拿捏得当，运笔讲究，表现到位。剧作内
容充实、结构合理、叙事生动，有童心、童趣。钟浩导演
经验丰富，舞台调度灵活，戏剧节奏生动，细节处理鲜
明。如黄橙子用竹篓扣住爸爸的头、跟爸爸捉迷藏的
快乐；沈天路用脊背撑起桌板的憨厚；拔鸡毛被爸爸
追问时，黄橙子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一不小心却
把证据——毽子掉落在地的窘况；在得知沈天路牺
牲后，她将一腔思念诉诸琴声的无限悲伤等等，戏剧
中都做了生动再现，演员们的表演可圈可点，相互间
的配合有一定的默契感，剧中多媒体设计和音乐设
计也较好地烘托了戏剧情境。因此，该剧演出所呈现
的艺术效果令人感动，耐人寻味。

打开战争中的少女心境打开战争中的少女心境
□□宋宝珍宋宝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