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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日至5日，由中国曲协、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文联、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成功举办。51个节目入选此次展

演，涉及曲种36个，演员336人，其中新创原创节目38个。

全国少儿曲艺展演创办于2006年，是我国影响最大的

少儿曲艺活动之一，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培育曲艺后辈人才、推动少儿

曲艺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展演自启动以

来，得到了全国广大曲艺工作者和曲艺小演员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响应，共收到30家团体会员及3个专业艺术委员会

报送的194个节目。这些作品展现时代主题、弘扬民族精

神、体现曲艺特色、充满了少儿生活情趣，经组织专家遴选，

最终确定入选节目。

8月2日至3日，4场展演在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文化

中心剧场举办。展演作品中既有观众熟悉的相声、小品、评

书、快板书等，也有极具地域特色的湖北大鼓、绍兴莲花落、

广西文场、陕北说书、河阳宝卷等。节目内容和格调健康向

上，紧扣时代主题，构思新颖独特，有不少作品还以儿童的

视角，聚焦“双减”政策、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粮食安

全、文旅融合等主题，充分展现了曲艺“文艺轻骑兵”说唱现

实、反应迅速的独特优势。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小演员们以

饱满的热情在舞台上尽情展现童真与才华，其中来自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实验小学的

玛纳斯史诗说唱节目是此次展演中行程最远的团队，孩子

们活力四射的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为全面回顾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发展历程，系统

总结成功经验，展演期间还举办了“希望与未来：全国少儿

曲艺发展交流”活动。曲艺艺术家、少儿美育教育专家、少儿

曲艺教育机构负责人和各展演节目的团队代表等50余人

参加交流会。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认识少儿曲艺教育的重要

意义、如何建立全链条少儿曲艺教育、如何加强少儿曲艺工

作扶持、如何增强曲艺对少儿的吸引力、曲艺如何发挥美育

作用、如何加强少儿曲艺的阵地建设、曲艺如何进校园、如

何增强少儿曲艺教育的实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为

进一步提升曲艺美育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少儿曲艺人

才、吸引更多青少年自觉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建

言献策。

8月4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汇报演出暨曲

艺名家新秀“送欢笑”走进江苏张家港活动举办，央视少儿

频道鞠萍领衔主持。歌舞《奔跑吧，新时代》、快板快书联唱

《这厢有礼》、玛纳斯史诗说唱《玛纳斯》、微型评话《曹操与

关羽》、江格尔史诗弹唱《小小江格尔齐》、扬州弹词开篇《悠

悠运河柳》、曲艺小品《新语粮言》、单弦《风雨归舟》、相声

《知父莫如子》、京韵大鼓《圆明园抒怀》《重整河山待后生》

等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充分展示了少儿曲

艺的独特魅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路斐斐）

充分展现少儿曲艺的独特魅力
——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举办

新作点评

上海作家管燕草突出的优势就是熟悉近

百年来上海工人的生活史。她与其父、作家

管新生合作，先后完成了反映上海工人生活

的长篇小说《工人》（2013 年）与《百年海

上》（2021年）。父女两代持之以恒的创作追

求，构成了当代上海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工人》《百年海上》以及其他描写上海

工人生活的小说与戏曲创作基础上，最近由

管燕草独立创作的《暖·光》又在话剧舞台尽

显“工人系列”文学探求的别样神采。

不同于被誉为“上海工人历史画卷”的三

卷本长篇《工人》《百年海上》那种大开大阖、

头绪纷繁、几乎无所不包的写实手法，话剧

《暖·光》构思可谓精巧。情节冲突主线（也是

全剧“主脑”）颇具戏剧性：师弟张阿根和师兄

李贵生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技术能手，但僧

多粥少，来自苏北的无房户阿根有幸分配到

“工人新村”一套住房，祖上来自宁波的贵生

则因家有“自建房”而未能获此殊荣。发生在

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住房分配的强烈落差

竟成为两个工人家庭跨越半个多世纪浮沉升

降的底色。

阿根分到新房，激动之余得知师兄的失

落与懊恼，心里很不是滋味，主动找身为工会

主席的师傅为师兄说情，让厂里考虑也给师

兄分一套“工人新村”住房。师傅误以为这是

头脑灵活的师兄在鼓动老实巴交的师弟，劈头盖脸将两个徒弟狠狠批了

一通。“分房危机”因师傅居中“调停”而暂得化解，但师兄弟二人之间从此

埋下了微妙的情感纠葛的种子。师兄一直因自己一家没能住进代表国家

荣誉的“工人新村”耿耿于怀，对幸运的师弟不免有些羡慕嫉妒恨。师弟

既为自家乔迁之喜而深感自豪，又总觉得亏欠了师兄什么。

到了1970年代末，因双方子女的婚恋关系，上述分房引发的情感纠

葛又起波澜。阿根儿子建国和贵生女儿美芳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就

因为阿根夫妇“工人新村”住房不宽裕而没法结婚。贵生夫妇提出要建国

做“上门女婿”，阿根夫妇又无法接受。最后双方商量出妥协的办法，就是

两家“对换”住房，贵生夫妇搬进阿根一家面积较小的“工人新村”，阿根夫

妇和新婚的建国与美芬则住进贵生家面积较大的“自建房”。

一场“住房危机”似乎迎刃而解，但阿根和贵生当初的情感张力出

现新的失衡。贵生固然因为终于搬进日思夜想的“工人新村”而大感安

慰，但又觉得大房换小房毕竟吃亏。阿根虽然解决了儿子无房结婚的

燃眉之急，却认为这多少是师兄乘人之危，抢占他的“工人新村”旧居，

也就是抢占了国家给予自己的荣誉。他承认师兄也应该住进“工人新

村”，不料几十年之后，命运竟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他当初主动代师兄向

师傅提出的诉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上海，住在“工人

新村”临街二楼的贵生要跟一楼工友再次换房，好“破墙开店”。这一设想

最终未能实现，贵生又下海炒股，其始终紧跟形势、力图有所发展的倔强

个性由此展露无遗。可惜贵生“运道”不佳，他在客观形势急剧变化中勇

敢踏出的每一步都不幸踩空。开店不成，炒股失败，从此一蹶不振。

相反阿根一生与世无争，却屡获命运意外眷顾。进入1990年代，“工

人新村”毫无变化，原本属于贵生的“自建房”却享受动迁优惠，一房变三

房。阿根家的生活一步登天。尽管阿根于心不忍，主动让出一房给师兄，

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令贵生无法接受。他因此郁郁寡欢，不久中

风偏瘫，缠绵病榻数年之后便先走一步了。阿根因此更加觉得自己永远

也无法弥补对师兄的亏欠。

此时的阿根还有另一层精神痛苦。他虽然住进了崭新的商品房，却

总是觉得好像被关进了笼子。尤其退休之后，再也没有过去“工人新村”

那种热闹温馨的邻里关系、工友关系。晚年的阿根越来越怀念“工人新

村”，经常有事没事独自跑到旧居凭吊一番。他甚至相信师兄的亡魂仍在

那里徘徊不去，要跟他展开一次次倾心的交谈。

历经沧桑，阿根琢磨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的生活环境可以不断改

善，但最难得的还是心里的舒坦和平安。他说不出这份舒坦和平安究竟

是什么，只知道必须回到他在那里度过大半辈子的“工人新村”。所幸他

的孙子（也是贵生的外孙）、从事高科技开发的“90后”海归参与了业已成

为“老破旧”的“工人新村”的改建工程，终于让爷爷阿根从商品房搬回改

建一新的“工人新村”。

两个上海工人家庭三代人的情感戏剧由此画上了戏剧化的句号。但

这个看似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叙事模式其实包含着并非只有长期生活于

“工人新村”的普通上海工人才能理解的复杂历史感。阿根对“工人新村”

的执念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在上世纪50年代住进“工人新

村”，对他这位来自苏北、原本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来说，毕竟是人生最自

豪也最感幸福的一个阶段。以后的生活无论如何变化，也不能抹杀他以

及和他类似的众多上海工人的生活史上的这一高光时刻。在这个意义上

讲，“工人新村”可算是无数张阿根们无法告别的都市乡愁，正如今天众多

中国农民无论踏上怎样的城市化历史快车，也无法告别那恒久不变的故

土乡愁一样。

《暖·光》始终以“工人新村”为背景，聚焦师兄弟张阿根和李贵生这两

位工人形象，由此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的上海普

通工人家庭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场景。观众由此既能宏观地回

望过去数10年上海普通工人家庭大起大落亦悲亦喜的生活变迁，也能微

观地体会他们轻易不为人所知晓的心灵波动。

所谓“暖·光”，就来自剧中人物历经坎坷却终于不失其温煦和平的内

心世界。感受这种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剧作者和观众才能跟剧中人物

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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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越是葆有原始创作冲动的热情，越当用理性的戏剧构建去实现感性的戏剧灵感

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当代戏曲作品，颇有难度。捕捉到了蕴含在原作中的戏剧张力，也就

找寻到了剧目独特的切入角度

开掘灵感中的戏剧张力
——从“心头一动”到“舞台搬演”的关键

□俞思含

迎接第九次迎接第九次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话剧《暖·光》剧照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戏剧学院卡尔

森戏剧中心博士生团队制作，叶长海任艺

术指导、胡开奇任文学顾问、旅美青年艺

术家李凯迪任总导演的沉浸式敦煌乐舞

影像动态展《幻境.H》，在上海市蟠龙天地

程家祠堂上演。展览以“文物活化”的学术

逻辑整合敦煌文献，汇集了昆曲、古典音

乐、敦煌舞等传统文化元素，以“浸入、互

动、环境、体验”为关键词追溯千年前的浪

漫文明，在古镇式商圈打造了沉浸式文博

演艺新空间，展现了博物馆戏剧新模态。

据介绍，本次动态展由敦煌文献

《叶净能话》衍生而来，经过对原文献的

梳理、摘要、昆曲曲牌填词及导览词、行

动线、舞台提示词的创作等，形成最终

的演出剧本。展览分“瞻月·入梦”“闻

乐·静聆”“妙舞·频伽”“遇仙·终曲”4

个章节，使历经千年的敦煌残卷与戏剧

艺术交融碰撞，赋予文物以新的时代读

解。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古老的敦

煌文献和石窟艺术、佛塔艺术、影窟传

说等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李

凯迪说：“戏剧艺术是生命活动的活态

传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将文物从博物

馆‘请回’生活，令更多观众能在戏剧艺

术的无限时空中畅游传统文化的魅力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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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什么？

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中写道：“青春如

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

宝贵之时期也。”

“青春”是一个多么意气风发又热忱美好的词汇，在

这个人生最宝贵的时期，我也收到她的馈赠。

2014年，我20岁，编剧的处女作昆剧《忘川》在中国

戏曲学院首演。那时的我，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专

职编剧。2024 年，我 30岁，搬上舞台的作品已有 18

部。其中，大戏7部、小剧场作品11部。

10年时光，穿梭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中，我与京剧、

昆剧、越剧、锡剧、丹剧、淮剧、豫剧、婺剧、河北梆子、黄梅

戏等不同剧种在笔端和舞台相逢，尝试了原创古典题材

及现代题材、名著改编题材剧目的创作。

回顾过往创作实践，若将思考体会最深的一点作以

分享交流，我想那便是：如何把令创作者“心头一动”的灵

感素材，转化为能够“搬演舞台”的戏剧故事。

昆剧《忘川》：开掘“一句话”中的戏剧
张力

诚如每个年轻编剧在创作之路上，于不同时间节点

都有对自己有着独特意义的剧目，《忘川》作为处女作也

开启了我的戏曲剧本创作。

该剧灵感来源于我大学二年级时，在写作课上听刘

东咏老师分享的他曾看到的一句对中国古老民间传说的

遐想：是否月老和孟婆也曾是一对恋人，一个为世人牵了

红线，一个为世人断了红尘。

短短三行字，引人无限遐思。究其根本，在于其中所

蕴含的戏剧张力：无论是“牵红线”，抑或是“断红尘”，都

是“情”之一字的极致化表现。

基于此，我在《忘川》中设置了月老与孟婆、纣王与妲

己两组人物，编写了一段传奇，讲述在忘川河畔等候纣

王、千年不愿忘情的妲己，发觉纣王已历十世轮回、忘尽

前尘，放下执念；而不信世间有情，一心欲令妲己饮下忘

川水的孟婆，在此过程中，知晓昔日与月老分离的真相，

亦最终释然。

从最初源于“一句话”的灵感开掘深挖，全剧最大的

戏剧张力便在于四个人物因“情”的不同个性化表达。妲

己的不愿忘情，孟婆的一心忘情，纣王的至性至情，月老

的深藏之情，依次诞生。

犹记《忘川》参加中国戏曲学院第21届“12·9”戏曲

节，那年孵化剧目的经费只有几千元，剧组的主创都在

20岁上下，皆是来自戏文系、导演系、音乐系、舞美系、表

演系的在校学生。那时，白天大家各自上课，晚上聚在排

练厅通宵达旦。为了节省制作成本，舞美设计买来白纱，

用水墨在其上绘制出忘川河、奈何桥、三生石的形态，服

装造型设计更是在网上买来便宜的道具，亲手制作。时

隔10年，当初的小伙伴们都进入了而立之年，在各自的

领域中冉冉升腾，但每每相聚时，回想起那段欢乐充实的

年少岁月，大家依旧眼波璀璨，宛若星辰。

河北梆子《台城柳》：开掘“一则史料”
中的戏剧张力

《忘川》之后，我陆续创作了豫剧《鱼玄机》、越剧《一

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剧目，并被一一搬上舞台。身为女

性作者，或许天生便对女性题材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但我

总想，要走出某种自带的舒适区，要多尝试不同题材、风

格的创作。

2017年，在创作越剧《僧繇》的过程中，我翻阅南北

朝历史资料，被梁武帝萧衍与其所抚育的前朝皇子萧

综之间“恩与仇”的复杂情感所吸引。在我看来，这则

史料既富有哈姆雷特式西方悲剧精神特点，又蕴含类

似赵氏孤儿故事的中国传统悲剧意味，非常具有戏剧

张力。

至今，我仍记得读罢这则史料后内心的震动。很长

一段时间里，我起卧行思，几乎都会下意识地琢磨它。而

已经有了一些剧目创作经验的我愈加清楚，为了不辜负

这个题材，作为创作者，越是葆有原始创作冲动的热情，

越当用理性的戏剧构建，去实现感性的戏剧灵感。

于是，我将这部大戏的时间线，聚焦于主人公萧综一

步步得知养父梁武帝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前后的心路历

程，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台城柳》。剧名来源于唐代诗人

韦庄描写南京台城景色的《台城》一诗，“江雨霏霏江草

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

堤”，将历史更迭与人情感怀相交融。

我用了数月时间反复搭建、完善剧本框架，直至剧中

每一位人物在我的心中有血有肉地生长起来，我才开始

着手剧本创作。七天时间里，我几乎是昼夜相继，一气呵

成。剧本完成后，获得了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

秀剧本奖，并在北京剧协、北京演艺集团的孵化下，由北

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排演。

《台城柳》是我第一部与专业院团签约演出的剧目，

彼时我23岁，尚在校园读研，而这部剧目的创作演出，开

始让我坚定了未来的工作方向选择。

越剧《金粉世家》：开掘“作者自序”中
的戏剧张力

2019年，我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入职江苏省戏剧

文学创作院，成为一名专业戏剧编剧。

2021年，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高

度重视本省的小剧场剧目创作，共同制定印发了《关于推

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基于江苏良好的小剧场创

作环境，又恰逢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我与南京市越

剧团合作的第二部根据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越剧《金粉

世家》的创作启动。

将经典文学作品成功改编为当代戏曲作品，颇有难

度。如何将张恨水先生80万字原著的精华，在一台2小

时以内的戏剧作品中进行新的演绎、诠释，尤其离不开编

剧独特的灵感构思。

当我读完《金粉世家》厚厚两本原作小说之后，虽对

能够取舍于戏剧舞台的情节了然于心，却依旧对剧目的

切入角度感到迷茫，直至我读完开篇前的作者自序。

张恨水在《自序》中写到，《金粉世家》共计80万字，

他每天书写五六百字，从开始到完稿，大约用了6年时

间。初写此书时，他的大女儿刚开始咿呀学语，而写至尾

声时，大女儿和小女儿却相继离开人世。他悲叹着：“夫

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

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

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

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

当读到深感人生无常的张恨水，唏嘘着不知若干年

后何人在读他的小说时，那一刻，我终于捕捉到了蕴含在

原作中的戏剧张力，也就找寻到了剧目独特的切入角度。

越剧《金粉世家》以男主人公金燕西的第一视角，通

过正叙、倒叙、插叙的创作手法，将现实与往昔勾连，描写

金燕西在家族凋敝之际的心理变化和其与冷清秋、白秀

珠、邱惜珍三位女子的情感牵缠，表现了新旧更替、纸醉

金迷的社会环境下爱情的蒸腾幻灭、家族的兴盛衰败与

时代的沉浮俯仰。

剧中引入原著作者“张恨水”这一角色贯穿始终，与

金燕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生际遇对应，实现

间离感。剧目“实”与“虚”两条线索并行发展。实线部分

围绕日渐败落的金家遭逢倾覆大火前的最后一日里，金

燕西面对“是否接受白秀珠所赠专员票，与冷清秋离绝”

的两难选择展开；虚线部分则通过金燕西的梦境、对过往

经历的追忆、与张恨水的对话等体现其放肆张扬、痛苦迷

茫的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

越剧《金粉世家》演出后，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走进

剧场，我也先后创作了大、小剧场两版剧本，至今该剧仍

在南京市中心大华大戏院驻场演出。

回望这些创作实践，其中既有我盘桓心头、自发创作

的题材，亦有命题之作。于我而言，创作的关键，正是开

掘灵感中的戏剧张力。

在剧场里，我格外喜欢亮光的瞬间。一片漆黑中，

一束光、两束光、三束光，直至所有光亮起，那一刻，“戏

剧”一词开始具象，如同流动的光，萦绕在剧场每个人

的身侧。

那么，我想用心头笔端最热烈、最澄澈的光芒，去点

亮舞台、点亮属于我和我们的戏剧花园。

（作者系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副主任，青年

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