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原创音乐剧《东莞东》以东莞东火

车站命名， 聚焦表现 20 世纪 90 年代南

下东莞打工人群像， 致敬改革开放精神

和时代奋斗者。

据介绍，《东莞东》以乡村姑娘王雪

英为主角，讲述她凭借敢想敢拼的精神，

在东莞这座城市奋斗追梦的故事。 该剧

通过充满时代气息的舞美、音乐和剧情，

深情讲述改革开放时代浪潮下 “人与

城” 共同成长的故事， 既是对改革开放

筚路蓝缕奋斗史的深情缅怀， 也是对东

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 城市精神的艺

术表达。

开心麻花联席总裁刘岩在分享创作

心得时表示，“展现时代浪潮下的城市

变迁，用感人的剧情、好听的音乐，激励

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梦、不懈奋斗，是打造

这部剧的初衷。 ”

据悉， 该剧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

等出品，入选 2023 年度广东省文艺精品

（文艺人才）扶持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余俊杰 李沁芸

年轻一代主演收获掌声

舞台上，大雪纷飞的除夕夜，恶霸

黄世仁打死一贫如洗的农民杨白劳，

又抢走他的女儿喜儿当奴婢， 滔天仇

恨、 残忍折磨让喜儿的一头青丝尽变

白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的悲剧被

革命的光辉驱散，八路军来了，受尽苦

难的人们再见天日，“新社会把鬼变成

了人” 。 《白毛女》的经典故事可谓家

喻户晓。

自 1964 年诞生在第五届“上海之

春” 的舞台上，芭蕾舞剧《白毛女》已

走过一个甲子的岁月洗礼， 它标志着

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 是最早以

芭蕾这一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中

国人的芭蕾舞剧之一。 “以胡蓉蓉、傅

艾棣、程代辉、林泱泱为代表的芭蕾元

老带领上海市舞蹈学校师生共同创作

了《白毛女》，它如同初升的太阳，照

亮了芭蕾中国化 、 民族化的美好愿

景。 ”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

说。 1971 年，彩色艺术片《白毛女》由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放

映，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1979 年，上海

芭蕾舞团在《白毛女》剧组基础上成

立，接下了传承经典的重任，也继承了

《白毛女》的初心与使命。

至今，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海内

外演出总场次已超 2000 场，上海芭蕾

舞团每一代首席和主要演员都要从喜

儿、 大春、 白毛女开启他们的艺术生

涯。 这次在北京的演出，首席舞者戚冰

雪与“00 后” 主要演员许靖昆、郭文

槿等年轻一代接过了老一辈艺术家的

接力棒。 循着前辈的足迹，他们用尽一

身本领舞动着喜儿的倔强不屈、 大春

的正直磊落、白毛女的满腔怒火，个性

鲜明的角色塑造、 青春昂扬的姿态收

获了许多掌声。

原汁原味保存作品精髓

“从前辈那里学习《白毛女》，传

承的是红色基因。” 饰演大春的许靖昆

说。 大春的第一代饰演者凌桂明今年

已经 80 岁，他曾手把手指导许靖昆排

练， 面对面的点拨总比看录像更能传

递作品的精髓。 《白毛女》 从前的模

样，还被原汁原味保存着：现场执棒中

国电影乐团、 中国广播合唱团的陈燮

阳是最早执棒大型芭蕾舞剧 《白毛

女》的指挥家之一，同时，上海歌剧院

歌 唱家 何晓 楠 、 郑瑶 受 邀 献 声 独

唱———乐队、合唱、独唱齐备，自 1989

年复排以来，《白毛女》还是第一次以

这样的配置在北京演出；从 1964 年开

始担任《白毛女》灯光师的上海芭蕾

舞团前灯光设计陆才根也参与了本轮

演出。 令人感慨的是，当字幕机上滚动

播放《白毛女》的主创艺术家名单时，

许多名字已被黑框框起。 时光流逝，经

典长存，《白毛女》的艺术精神代代相

继，薪火相传。

“经典就是有让人一看再看的魅

力。” 观众谢先生感慨道。前晚，他与古

稀之年的父亲一起走出剧场时， 点名

要来看这出剧目的老人家眼神明亮，

不住地说“好” ，显然意犹未尽。“虽然

芭蕾是一门舶来的艺术，但《白毛女》

特别通俗易懂，非常亲切，完全不让人

觉得有门槛。” 谢先生说。《白毛女》的

生命力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

舞蹈上。 昔年，前辈艺术家不仅灵活运

用了外来芭蕾语汇，也从民族民间舞、

传统戏曲、武术中借鉴了大量素材，将

现实与浪漫妥帖结合；音乐上，芭蕾舞

剧保留了歌剧《白毛女》里家喻户晓

的“北风吹”“扎红头绳” 等曲目，河

北梆子、 山西梆子等民间音乐的灵感

亦被巧妙融入， 管弦乐与民族乐器彼

此映衬成就， 让流动的旋律充满鲜明

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感。

“《白毛女》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芭

蕾艺术的原创精神， 为芭蕾艺术注入

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

蕴。 ” 辛丽丽说。 历经 60 年岁月洗礼，

芭蕾舞剧《白毛女》已经成为无数观

众的共同记忆，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承

红色经典、发扬优良传统的道路上，它

是典范，更是启示。

高倩 / 文 方非 / 图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挪威剧

作家易卜生笔下最受瞩目的角色，觉

醒的她勇敢选择离家出走， 迈出了极

为大胆的一步。一百多年后，美国剧作

家卢卡斯·纳斯在《玩偶之家 2：娜拉

归来》里，让她重新回到家中，并由此

引发很多新的话题。 该剧今年被搬上

了中国戏剧舞台，由章子怡监制、周可

导演、卢靖姗领衔主演，她们为这部作

品注入女性力量， 也引起了极大关注

和探讨。

章子怡：这个剧本“无

法抗拒”

2019 年夏天，章子怡读到了《玩

偶之家 2：娜拉归来》这个剧本，“它

似乎认识我， 探讨了很多我无力反驳

的观点，它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

次相遇，一种关系，一个影子，一场争

执，一次离别……”

2023 年初，《玩偶之家 2：娜拉

归来》 的中国演出版权尘埃落定 ，

章子怡担任该剧监制 ， 周可担任导

演。去年底，该剧试演版在上海亮相

后，章子怡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去

问看过戏的朋友的感受：“他们都

在看戏的过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影

子。无论是在娜拉身上，在娜拉的婚

姻关系上， 还是在她跟孩子交流的

过程中。 ”

今年 8 月，该剧终于迎来首演，章

子怡和全体成员一起登台谢幕， 她还

透露，“希望以后有机会，自己也可以

在舞台上参与一个角色。 ”

周可： 强调自我更需

彼此倾听

“这个戏让我们不断去敲击灵

魂、去思考，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

周可导演认为，易卜生原作《玩偶之

家》中的娜拉，是女性觉醒的象征 ，

而《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变成了

娜拉、托尔瓦、女儿艾美和奶妈安娜

之间的一场深刻辩论。 “15 年之后

归来的娜拉， 既是之前那个娜拉的

延续， 又体现了一种更为当代性的

新思考。 ”

《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深入探

讨了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家庭责任与

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否冲突、 不同行业

和阶层的认知差异， 以及女性独立与

母职角色的关系。 这些主题不仅在易

卜生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

会同样引起共鸣。

周可最喜欢剧中最后一场戏。 这

场戏中， 托尔瓦和娜拉两个人坐下

来，真正平等地去交谈，他们互相倾

听，不去评判对方 、讨好对方 、猜测

对方，诚实地面对彼此。 “其实要做

到这一点很难。 我们现实生活中大

多数的沟通都不是真正的沟通，包

括跟父母 、子女、伴侣 、朋友……会

夹杂很多的不平等。 ” 因此，周可认

为，当今世界除了不断强调自我，更

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这是打破隔

阂、重建信任的希望，也是改变自我

和世界的契机。 ”

卢靖姗：首演话剧“非

常美妙”

演员卢靖姗非常敬佩娜拉， 她觉

得娜拉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她能

听到内心的声音， 然后朝着那个方向

去做，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 在她看

来，娜拉也有非常委屈的一面，“她见

到女儿艾美的时候， 没有用任何情感

绑架女儿， 她让艾美自己去决定怎么

样看待她。而且她宁愿坐牢，也要去改

变不平等的离婚制度。所以在我心里，

她真的很伟大很勇敢。 ”

卢靖姗小时候曾特别想演话剧，

但一直不敢尝试 ：“没想到快 40 岁

了，忽然导演找我演话剧，真的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体验！ ” 排演这部戏，让她

完全进入了娜拉这个角色， 连晚上睡

觉都是关于娜拉的梦。 她说：“人生还

挺奇妙的，也许有一天，你的一个愿望

就能成真！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走出那

扇门，去尝试这个事情。 ”

王润

曾经象征着马钢的 9 号高炉正

式 “退役” ， 在几代钢铁人的努力

下， 新时代的中国制造业迎来了全

新的突破。 8 月 14 日至 15 日，安徽

省话剧院、 马鞍山市艺术剧院联合

推出的话剧 《炉火照天地》 演绎着

大国工匠让世界铁路穿上 “中国跑

鞋” 的真实故事。

《炉火照天地》是安徽省首部新

时代工业题材话剧。 该剧以马钢集

团突破瓶颈，实现“特种钢” 和高速

车轮国产化为主线， 讲述了几代钢

铁人齐心协力， 攻克 “卡脖子 ” 难

题，推出了引领世界行业标准的“特

种钢” 的故事。在高耸入云的 9 号高

炉下， 竞标德国高铁车轮 、“特种

钢” 实验成功、中国制定国际标准等

令人振奋的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呈

现在舞台上。

老中青三代钢铁人的故事在《炉

火照天地》中穿插讲述。 主人公陈刚

从海外归来，投身科技攻关一线，在新

的历史时期， 他遭遇了与父辈相似的

困难， 终于完成从 “为小家争气” 到

“为国家争光” 的精神淬火。患阿尔茨

海默病的老一代马钢工人张永根，忘

记了自己的生日， 却清楚地记得马钢

建厂的日期。 大国工匠钟宁生坚信钢

铁永远是这座城市的根基， 但他试图

规划徒弟陈刚的人生， 二人也因此发

生争执。

“《炉火照天地》首演以来，我们

对剧目进行了无数次 的打 磨 和修

改。 ” 该剧副导演、安徽省话剧院艺

术总监李静介绍， 最初创排这部剧

时， 剧情主要围绕马钢展开，“中国

制造业金字塔尖上的创新出在马钢，

但我们并不想推出一部行业剧，我们

想展示给全国观众的是大国工匠的

精神。 ” 于是，在反复的打磨中，主创

们将过于行业化的剧情和元素弱化，

用 9 号高炉的炉火象征大国工匠永

不言败的精神。

为了深入展现钢铁人的精神面

貌，主创主演多次前往一线调研采风，

与马钢研究所、技术室、作业区、大师

室等人员吃住在一起， 深入体验他们

的工作状态、思想情感。 在剧中出演

特种钢质检中心高级技师钟铁梅的

演员王梅君就来自马鞍山，她的父母

就是马钢的工人，“小时候我经常跟

着父母到工厂， 时隔这么多年出演

《炉火照天地》，当我回去采风时，我

又闻到了老工厂里的味道，一切都那

么熟悉。 ” 王梅君说，她出演的角色

是新时代的质检员， 像是一个专门

“挑刺” 的人，“正是她这种挑刺的精

神， 让中国制造有了可靠的标准，也

正是中国钢铁人的钻研精神，让这部

剧更有温度。 ”

该剧的舞台设计别具一格。 钢筋

铁骨的脚手架硬朗地矗立着，高耸的

9 号高炉、 通红的冒着紫烟的炉火等

符号性物象增强了舞台的视觉冲击

力，班组工具箱、工具包、铝制饭盒、

藤条帽、旧式工作服等道具也充满时

代感。

据悉，《炉火照天地》 是中宣部、

文旅部、中国文联主办的“与时代同

行 与人民同心” 新时代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剧目之一。

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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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电 深受台湾戏迷喜爱的大

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和李胜素

领衔的国家京剧院一行，将于 10 月 8 日

至 13 日在台北演出 6 场精彩好戏。

据介绍，国家京剧院此次将带来《孟

丽君》《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凤还

巢》《太真外传》《四郎探母》《龙凤呈

祥》等台湾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戏。 其

中，《凤还巢》和《太真外传》两出梅派剧

目是为纪念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和梅葆

玖诞辰 90 周年。此外，本次演出力推年轻

优秀演员，戏码中原本由于魁智、李胜素

一人到底的角色，特别安排双演或三演。

2023 年恰逢国家京剧院来台演出

30 周年， 国家京剧院一行 80 人组成的

“钻石阵容” 在台演出反响热烈。 “去年

演出非常隆重， 网络上有台湾戏迷还给

于魁智、李胜素起了‘芋圆’ 和‘素素’

的爱称，十分亲昵。 ” 国光剧团艺术总监

王安祈说， 近些年两岸曲艺交流有所限

缩， 台湾观众十分珍惜国家京剧院来台

演出的宝贵机会。

此次来台演出阵容强大、 流派纷呈，

除于魁智、李胜素两位名角外，主要一级演

员还包括裘派花脸王越、文武老生杜喆、李

派老旦郭瑶瑶、杨派老生马翔飞、袁派花脸

胡滨、萧派文丑王珏，以及优秀青年演员程

派青衣吕耀瑶、张派青衣刘梦姣等。

国家京剧院将赴台献艺

� � � � 2024 年央视春晚上亮相的舞段《瓷

影》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剧《唯我青

白》打下伏笔，近日，舞剧《唯我青白》

正式在北京保利剧院迎来首演， 通过塑

造宋元时期青白瓷匠的人物形象， 展现

瓷器背后的深厚意蕴与情感色彩。

舞剧《唯我青白》以“南海一号 ”

沉船考古事件为灵感， 讲述了北宋末

年， 一个老年瓷匠梦回年少时南下景

德镇学艺安居的故事。 剧目以宋元时

期瓷器器型 “碗 ”“盏 ”“盘 ”“瓶 ”

“罐”“炉”“枕” 为线索，展开一个平

凡人的生活回忆 ，呈现爱情、亲情、友

情、师生情等人间烟火气，也将瓷器的

制作烧造工艺娓娓道来 ， 凸显古韵新

生的新中式美学风格和景德镇的地方

风土民俗。

《唯我青白》以水下考古队员为开

篇角色，打捞起承载记忆的瓷器，通过老

年瓷匠的回忆视角展开全剧， 将回忆过

往的视角与正在发生的故事线穿插展

开。 该剧舞台设计以点带面，放大瓷器器

型中的局部元素，将釉面、花纹等元素融

入故事场景中， 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呈现

出“一瓷一世界” 之感。

北日

舞剧《唯我青白》：

展现瓷器背后的深厚意蕴

原创音乐剧《东莞东》：

致敬时代奋斗者

三位女性主创分享创作感受

《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展现女性力量

三位女性主创分享创作感受

《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展现女性力量

致敬大国工匠精神 还原马钢工业场景

话剧《炉火照天地》炼就国产“特种钢”

年轻一代演员挑大梁，上海芭蕾舞团代表作登台国家大剧院

《白毛女》盛演六十年魅力不减

年轻一代演员挑大梁，上海芭蕾舞团代表作登台国家大剧院

《白毛女》盛演六十年魅力不减

85 岁著名指挥家陈燮

阳执棒，“北风吹” 的旋律

从乐池飘来， 拉开了芭蕾

舞剧《白毛女》的演出大

幕： 晦暗的灯光洒在艰难

劳作的人们身上， 绘成饱

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群像。 8

月 16 日至 18 日，上海芭蕾

舞团中国原创芭蕾 舞剧

《白毛女》 登台国家大剧

院， 几代中国观众熟知的

故事再次上演， 深深打动

了现场观众。

︽

白

毛

女

︾

剧

照

。

《凤还巢》剧照。 资料图片

《唯我青白》剧照。 新华 / 传真

《东莞东》剧照。 新华 /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