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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墨

热血青年徐天（董子健饰）秉承父辈的信仰与嘱托，从南

洋出发到广东，在老孙（廖凡饰）、俞亦秀（张鲁一饰）、章加义

（张译饰）等人的接力护送下，一路经福建、江西、浙江，最终抵

达上海，成功将资助革命的物资送交组织手中，完成自我人生

淬炼与使命送达……近日，腾讯视频 X 剧场上映年代浪漫公

路传奇剧《欢颜》，该剧创新融合了大量的黑色幽默元素，以独

具风格化、戏剧化的全新表达方式，开创了年代剧在视野与格

局上的双重升级。

此前，在北大的超前观影会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党委书记、副教授唐金楠认为，《欢颜》的创作过程把力量放在

故事节奏和人物上，呈现出来非常饱满的效果。这种新的题

材创作探索让人眼前一亮。《欢颜》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的主流

革命题材创作路径。

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坦言，《欢颜》让他想起三部经典影

片：革命公路叙事的热血奋勇使人想起《十月围城》；群星荟萃

大飙演技不输《建国大业》；密集且浪漫到极致的台词颇有《让

子弹飞》的神采。

信仰是红色影视作品的共同关键词。讲述一个年轻人，

在一段旅程中，不断坚定信仰，真正成长起来，要想让故事扎

实可信，需要细致的刻画与严密的逻辑。

“对于我来说，创作这部戏的最大初衷是讲一个少年的成

长。成长过程中会有爱人，会遇到不同的人，但核心是成长。

你会不断遇到这些让你成长的人，然后他们消失了，你也成长

了。这过程中有痛苦、有恐惧，但回忆他们的时候，最多浮现

的是‘欢颜’。”该剧由徐兵担纲导演、编剧，他拥有《红色》等高

口碑作品。因为他将多部作品的主角名字都设定为“徐天”，

被网友们笑称为“徐天宇宙”。延续导演的一贯风格，这部剧

的主角依然被“冠名”徐天。

剧集通过接力护金的情节呈现主角徐天一路上的成长与

蜕变，将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细腻勾画，力求从历史洪流

中展现小人物与新青年的成长浪花，向观众传达革命胜利道

路之上那些值得被看见与记住的微小力量。

除了强风格标签的导演外，董子健、张译、张鲁一、廖凡、

佟丽娅、田雨、吴晓亮等演员阵容的演技，也让这幅壮阔宏伟

的群像画卷更加精彩。“多位顶尖演员的表演‘汪洋恣肆’，爆

发力十足，表演密度高，使人应接不暇、回味无穷。”唐金楠

说。这便引出了另外一个观众们关心的看点：徐天的扮演者

董子健，能不能接住在路上来了又走的一位位实力派演员的

轮番“挑战”。

中国传媒大学戴清教授从剧名“欢颜”谈起，指出了其

与千古名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 1979 年同名老电影之

间的呼应，表示《欢颜》也正如其所呼应的作品一样，兼具浪

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可贵的是，作品的表达并未因此空泛

悬浮，剧作和视听制作扎实，展现出服务观众的职业化创作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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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冒险公路冒险、、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年代传奇年代传奇

《《欢颜欢颜》：》：为红色信仰故事注入为红色信仰故事注入多重新元素多重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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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田间地头的戏曲样式，重新回望新时代的劳动者

劳模形象被搬上黄梅戏舞台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劳动模范吴义阳是我，20 年前那个送

药品迟到的邮递员也是我！”随着舞台上的

“吴义阳”悲痛地喊出这句话，这场劳模题材

黄梅戏也达到了高潮。

黄梅戏台上走来了劳模

“我们很久之前就有把劳模搬上黄梅戏

舞台的念头了。”安庆市工人文化宫主任张向

音说，原因很简单，黄梅戏人人爱听，安庆有

这个基础。

“安庆人讲话就像在唱黄梅戏。”提起安

庆，稍有了解的人几乎都会脱口而出这句话。

别的地方跳广场舞，安庆街头唱黄梅戏、

几乎每个村都有黄梅戏戏台。

有这样的底气与人气，用黄梅戏宣传劳

模人物的想法在安庆市总工会越来越清晰。

2022 年底，安庆市总工会与市工人文化

宫开展着手策划。全国劳动模范、默默坚守

在乡村邮路 23 年的邮递员吴义阳成为最好

的人选。

“虽然写过不少戏，但黄梅戏里的劳模人

物还是第一次写。”得知安庆市工人文化宫要

排一个关于“劳动模范”的黄梅戏，黄梅戏编

剧宋海明在受邀创作后一时也感到为难。

“只写劳模的高大上不真实，写日常工作

又过于平凡。”为此，宋海明专程去拜访吴义

阳进行采访与收集素材。走近吴义阳的过程

中，宋海明渐渐有了明晰的思路，“这部戏应

该叫《天路》”。

宋海明解释，这和吴义阳走的邮路有

关。革命老区太湖县北中镇辖区的将军山、

桐山山峰陡岭海拔 1000余米，吴义阳每天都

在云雾中翻山越岭将邮件送到偏远山乡村民

手中。由于山高岭陡没大路，通不了车，他只

能靠肩扛手拎邮包投递。这段“邮递路”也就

成了“天路”。

由于是第一次推出劳模题材的黄梅戏，

在没有正式上演之前，张向音也有点担心大

家不爱看。不过在排练的过程中，这样的疑

虑慢慢就打消了。“有不少职工提前听到消

息，许多人说黄梅戏写劳模的题材没看过，很

期待。”

既要好听也要好看

“寒风呼啸雪花飘，翻山越岭上坡道……”

舞台上的黄梅戏腔一出来，让人瞬间似乎来到

风雪交加、崎岖艰险的山村邮路上。台下观众

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摇头、晃腿……

为了排好《天路》，安庆市工人文化宫特

别邀请国家一级作曲家陈儒天进行谱曲，著

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江丽娜

担任导演，同时邀请知名黄梅戏演员虞文兵、

侯婷婷当主演，知名舞美设计，知名音乐制作

人共同打造排练。

“雨伞怎么拿？自行车怎么扛？摔跤怎么

倒？这都是要精心设计才好看。”导演江丽娜

说，为了不冷场，演员要在没唱词的时候展示

“武功”，这对演员的身上功夫有着很高的要求。

除了追求演员服装、道具、身段、动作上

的好看，更重要的是，故事也要好看。

“戏剧要有冲突有误会才有张力，既要尊

重现实情况，也让观众爱看。”宋海明说。

在黄梅戏《天路》中，吴义阳在风雪中送

邮件不慎摔伤，被路过的乡村女青年方秀英

救起。方秀英敬佩面前这位邮递员的敬业精

神，并提起了 20年前的一桩往事。自己家人

病重，亲人在外地寄了止痛药品回家，但因为

当年送药的邮递员迟到了，自己家人被疼痛

折磨去世。“同样都是邮递员，为什么当年送

药误事那人与他不一样？”

在戏剧结尾的高潮部分，吴义阳沉痛地

向方秀英解释，自己就是劳模吴义阳，也就是

当年送药迟到的那个邮递员。因为迟送药品

这事，20多年来他一直在愧疚中度过。

“实际上吴义阳是因为遭遇泥石流受伤

才迟到的，最终双方消除了误会，都放下了心

里包袱。”宋海明说，既要展示戏剧冲突，又要

表现劳模的敬业与伟大，“所以我们把这个环

节突出展现，这样才能好看。”

而在创造《天路》的过程中，吴义阳身上

的精神也实实在在地打动了宋海明。因受伤

而送迟药品的情节源于吴义阳的真实经历，

“他深感到邮递对山区人民的重要性，这是他

坚守的原因之一。”

文化宫里戏声起

用黄梅戏来唱劳模故事，这个想法是从

安庆市工人文化宫里产生的。

与外界对于戏曲的唱衰不同。自从安庆

市工人文化宫建宫以来，黄梅戏声就没断

过。反而越来越兴旺。而蓬勃发展的原因，

离不开强大的职工黄梅戏队伍。

据了解，安庆市文化宫职工曲艺队伍从

最开始的 1 个，增长到 6 个，共有队员 200 多

人。其中有两支队伍专门唱黄梅戏。每年，

安庆市文化宫都会组织曲艺队开展送文艺进

基层、节日慰问、戏曲赛事等活动。黄梅戏，

是安庆市文化宫的一张“王牌”。

“全是我们职工自发组成的。黄梅戏贴

近生活，感染力很强。”李萍是安庆市工人文

化宫宜城联谊会的队员。在一次次的演出

中，她感受到黄梅戏在这片土地上的蓬勃生

命力。“唱完后，后台挤满了人来看我们，还送

鲜花。”

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安庆市总工会决定，

要借助当地深厚黄梅戏文化以及浓重的氛

围，大力宣传讲好劳模故事，弘扬劳模精神，

传递工会声音。

不仅如此，工会的“点题”，也为黄梅戏剧

目创作开辟了新土壤。

据业内人士介绍，传统黄梅戏大都是反

映农民劳作的生活，悲情戏、苦情戏、情情爱

爱的比较多，有些和当下的人民生活严重脱

节，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剧目不足，新剧目的

创作仍然是黄梅戏当前面临的难题之一。

“黄梅戏唱家长里短，也唱国家政策，而

且宣传的效果并不差。”江丽娜说，这种发源于

田间地头的曲艺包容性要比想象中强得多。

“以全市职工最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

劳模故事，会使得劳模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安庆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耀武

说，黄梅戏的加入为弘扬劳模精神提供另一

条道路。

如今，在安庆市，黄梅戏这个起源于田

间地头、劳动时所诞生的戏曲，又一次返璞

归真，重新回望新时代的劳动者，与他们携

手前行。

日前，原创黄梅戏《天路》被安徽省安庆市总工会、安庆市工人文化宫搬上舞台。该剧

以全国劳动模范、太湖县北中镇邮递员吴义阳 23年坚守偏僻山乡邮递路的故事为原型创

作而成。

阅 读 提 示

邓崎凡

不看提词器唱歌的歌手当然好，演出

中尊重观众，能控制自己言行的则更好。

最近，在江西广丰大唐时光音乐节上，

GALA 乐队受邀演出。乐队主唱上场演出

时把舞台上的提词器给抱走扔掉了，并使

用话筒向场内喊话“摆提词器，是所有乐队

的耻辱。”

一个公开演出上，发生这样的事确实

挺“劲爆”。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扔得有

道 理 ，歌 手 记 不 住 自 己 的 歌 词 还 唱 什 么

歌。更多的人却说，公共演出，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破坏演出设备，是对观众和组

织 方 的 不 尊 重 。 更 何 况 ，你 把 提 词 器 扔

了，其他歌手怎么办？毕竟有的歌手歌比

GALA 多多了，记不住一首歌的歌词情有

可原。

一开始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在

想：这不会是炒作吧？组织方澄清，还真不

是炒作，当时，歌手的这一举动把他们也搞

懵了。演出时，乐队已经表示过自己不需

要的提词器（平板电视）摆放在歌手活动区

域，因为自己在唱歌时移动受阻，话筒线被

提词器缠绕。于是，主唱示意乐队团队把

提词器搬走，团队在准备搬走时被音乐节

工作人员阻拦。然后主唱就发飙了，亲自

动手把提词器给扔了。

GALA 乐队是个挺好的乐队，在国内有

一定的知名度，代表歌曲主要有《追梦赤子

心》《水手公园》等，颇受欢迎。

站在歌手的角度上想想，一个不假唱、

不看提词器想要卖力表演的歌手当然是好

歌手，有真性情、愿意对观众投以真感情的

歌手本应受到尊重。可是，在一台还有其

他歌手参与的公共演出现场，做出这样的

事确实也属出格。

乐队主唱苏朵在后来的道歉声明中

说，当时自己“瞬间丧失了艺人的自我修

养 ，怒 不 可 遏 地 把 提 词 器 扔 到 了 舞 台 后

方。”冷静下来的苏朵在演出结束后向舞台

工作团队致歉，双方理清了误会并互相谅

解。主办方也对外回应当日音乐会的后续

演出并未受到影响。

一个小小的演出风波很快平息了。可

是细细想想，有几个道理确实也值得说道

说道。

一 是 ，在 演 出 中 究 竟 该 如 何 面 对 观

众？在大家对假唱都已经十分包容的演出

环境里，大部分观众不觉得歌手唱歌时看

看提词器有何不妥。可是，那些愿意与观

众“坦诚相见”的歌手，理应得到更多的尊

重。一个歌手，无论有大多名气，有多少作

品，在演唱时记不住自己的歌词，怎么也说

不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GALA 乐队不

用提词器的初衷，应该得到掌声。

另一方面，一场演出中，自己能记得住

歌词可以不用提词器，不代表别的歌手不

需要，别的演出人员（比如主持人）不需要，

一个乐队也不能代表所有乐队。当歌手在

台上感觉到“冒犯”，应该如何回应？丧失

了艺人的自我修养，扔东西、爆粗口肯定是

不行的。无论如何，这样的言行可能会对

其他人造成困扰和新的冒犯，自己一时发

泄一时爽，把问题和烦恼扔给别人，绝对不

可取，不分时间场合的我行我素，也是对歌

手自身的伤害。

最后，我们究竟应该给歌手们一个什

么样的舞台和市场？也许演出组织方可以

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把舞台更多地留

给歌手而不是提词器，我们也应该把更多

的关注送给那些认真唱歌的歌手身上，让

歌手们多一些自我修养。

总之，对一个歌手而言，认真唱歌很重

要，自我修养也很重要。

不忘歌词重要，自我修养更重要

全国首家沉浸式
“阅读迷宫”试运行

日前，济南，由市图书馆打造的
全国首家沉浸式“阅读迷宫”开门纳
客，图为小读者们在迷宫中玩耍。

“迷宫”内藏书 4 万余册，采用
了当下最受欢迎的互动式体验模
式，将阅、看、玩、乐、游有效融合。
走入迷宫，色彩斑斓的书墙如万花
筒般，让读者朋友瞬间如时空穿梭，
走入阅读的奇境。

视觉中国 供图 辽源市职工艺术团成立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 通讯员薛金东）“节目内容取

材于我们的生活，表演者也是我们身边熟悉的职工，接地

气，很好看，使我们很受鼓舞！”近日，在吉林省辽源市委宣

传部、市总工会、市文旅局、市文联主办的辽源市职工艺术

团成立暨慰问演出现场，弘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职工柏雯

华和近 600 名来自各条战线的职工，共同观赏了一场精彩纷

呈的表演。

“我们把全团最强阵容和最合适表演的节目都带到了现

场，还特意编排了原创作品，接下来，艺术团还将继续扎根生

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的优秀作品，丰

富职工文化生活。”辽源市职工艺术团团长宋一说。

据悉，辽源市职工艺术团的成立暨慰问演出，经过 3个多

月的筹备，现场表演让职工群众感受到独特艺术魅力的同时，

也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该市新时代劳动者拼搏向上、努力奋进

的精神风貌。下一步，辽源市总工会将持续发挥工会优势，

不断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莫奈《睡莲》真迹北京展出
日前，“莫奈、梵高与现代主义大师：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

术馆真迹展”于北京798艺术区遇见博物馆顺利开幕，本次展
览汇聚36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将展出1865年至1972年的47
件真迹作品。从印象主义到象征主义，从后印象主义到表现
主义，从立体主义到未来主义，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重
现百年现代艺术史的高光时刻。其中印象派大师莫奈《睡莲》
真迹将在北京展出。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展出珍贵革命文物馆藏
据新华社电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坐

标”筹备工作会 19 日召开。据介绍，此次特展将于 7 月 27 日

正式向公众开放，共分 5 个单元，展品包括手稿、书信、图书、

字条、函件、字画、照片等 233件文物馆藏。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举办此次特展，旨在向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牺牲的英雄们致敬，向在民族记忆

星空上铭刻英雄之名的作家们致敬。

据悉，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写下的报告文学《谁是

最可爱的人》手稿，巴金《赴朝日记》手稿原件，以及陆柱国的

长篇小说《上甘岭》油印修改稿等将亮相。

（余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