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盐
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
活力。与过去相比，舞台下年轻
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
学生。

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剧
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多
年来，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
高水准演出，他们把戏演进了观
众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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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翅膀》是

一部以航空兵部队为

题材的电视剧。在以

写实手法再现航空兵

生活的典型环境时，

作品对“军魂”进行开

掘、诠释，紧紧围绕飞

行员的成长，展现了

当代青年军人淬火成

钢的历程。

《勇敢的翅膀》在

题材选择、人物设定、

故事讲述、画面呈现

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

新，可以说是军旅剧

创作的新收获。

军事题材影视要

着力表现英武和阳刚

之美。这也是军旅剧

创作的优势。《勇敢的

翅膀》刻画了一组航

空兵形象。在丰雷机

组中，老机长丰雷、改

型机长秦朗以及其他

几位分司领航、通信、

武控等战斗任务的战

斗员，都热爱空军、热

爱飞行，将军人的使

命和担当看得很重。

丰雷和秦朗这一

对“严师父”和“犟徒

弟”，看似相逆而行，

实则相向而行，这一

矛盾主线的设定，是剧集的一个突出亮点。丰雷

飞行技术过硬，荣获过两次“金飞镖”奖，心理素质

强大，善于指挥、敢于管理。为了建设强大的航空

兵队伍，他甘愿由副团长改任教员，将所有精力放

在培养年轻一代飞行员身上。秦朗不是一夜之间

由落后兵成长为英雄的。论对空军的热爱，论飞

行知识和技术，秦朗各方面都是个“优等生”。但

他有些自傲，优秀飞行员应有的心理素质不够。

丰雷看在眼里，决心将秦朗从璞石雕琢成玉。

丰雷对秦朗爱之深、责之切。剧集以层层剥

笋般的叙事，清晰呈现了丰雷帮助秦朗“过三道

坎”。其一，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心高气盛的秦朗

其他飞行动作都做得很好，却犯下了起落架没有

放实的低级错误，被取消改机型的培训，分流到

“功勋团”——一个老机型团。失去了参加飞机改

装的机会，秦朗一度消沉。此时，为他承担责任的

副团长丰雷也到功勋团当了教员。丰雷带秦朗完

成几次飞行，使秦朗过了不愿到“功勋团”的关。

其二，秦朗在一次飞行突发事件中不能冷静处理，

丰雷找航医询问怎样帮助秦朗克服心理障碍，以

避免被停飞。其三，在秦朗救了空军老前辈，却被

误判为撞人，被停飞时又是丰雷基于对秦朗的信

任，和上级机关协同调查，为秦朗正了名。秦朗在

师父严与爱的训练下成长。合作反恐的实战中，

飞机被敌人导弹击中时，秦朗能冷静处理、安全迫

降，丰雷机组立功。

作为一部青春热血的军旅剧，该剧融合呈现

了励志、成长、偶像等元素。秦朗一代青年飞行员

的成长历程，被正确诠释为由个人技术、个人素质

向集体英雄主义的升华。丰雷在训练中，不仅向

机组年轻飞行员传授技术和经验，更教育他们协

同配合，追求一种集体才能形成的战斗力。剧中

最后一次飞行，秦朗向在身旁的师父求问数据，丰

雷答：“现在你是机长，你是机组的灵魂，你下命

令。”丰雷经常对机组飞行员说的一句话堪称金

句：“记住，一旦做了飞行员，你就有了两条命，一

条是自己的生命，一条就是使命。国家的使命，人

民的使命。”剧集主题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勇敢的翅膀》塑造热血军人形象时十分注重

全视角、立体化叙写。他们每一次飞行都牵动着

亲人的心。丰雷结婚十二年，在机场的时间多于

陪伴妻子儿子；吴汉和妻子结婚后一直没有时间

举办婚礼，新婚妻子王晓琳来队探望，小两口还没

来得及说句体贴话，机场就来电话让吴汉回去开

会；耿建设和追求他的女同学彭馨正要去散步，一

看回营的时间已到，只好匆匆告别。机场上一旦

响起警笛声，家属们最敏感、最揪心。剧中饱满的

师徒情、战友情、亲人情，打动了观众。

剧集将航空兵部队敢于空中拼刺刀的精神

融入与众不同的军营生活。画面上，或旭日初

升，或晚霞满天，或夜色深沉，战机隆隆掠过，十

分壮观。机舱内的实景拍得一丝不苟，战斗员的

口令、操作准确到位。每次飞行后的讲评、复盘，

提供的军事术语达到了教科书般准确。实景拍

摄的飞行员一日活动，充分展示出军令条令之

严，军容军姿之美。一部军旅剧如何做到叙事和

视觉同样精彩，多视角多维度还原军旅生活，对

主创是个不小的挑战。《勇敢的翅膀》跨越了这道

门槛。

（作者为《文艺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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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聚龙湖畔的淮剧

博物馆里，传来阵阵悠扬的旋律。一场风靡淮

剧界的嘉年华比赛正在进行。穿上蓝白相间的

戏装，化上清秀明丽的淡妆，戴上玲珑剔透的头

饰，21 岁的盐城市淮剧团青年演员房小莉缓缓

步入戏台中间，唱起了淮剧《打神告庙》选段。

当天，共有 10 名来自各地的淮剧演员摘获“最佳

演唱奖”，其中包括房小莉在内的 3 名获奖者均

来自盐城市淮剧团。

30 名新生代演员阵容整齐，每年演出 300
多场，不断推出精品新作，不断获得各种荣誉，

一个庞大的年轻戏迷群体被牢牢吸引……一时

间，这个基层剧团成为淮剧圈的关注焦点。

年轻人演给年轻人看

早冬，盐城市世纪公园东南角，盐城市淮剧

团所在小楼右侧的排练厅里，青年演员们正在

进行日常练习。“这是剧团最近推出的新剧《金

鳞记》，参演的 30 名演员都是刚二十出头的年轻

人，过几天就要首演了。”年轻花旦姜辰颖说。

2013 年，13 岁的姜辰颖考入盐城市淮剧团，

进入剧团与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

立的六年制“盐淮班”学习。那一年，包括姜辰

颖在内的 30 名十二三岁的小学员成为盐城市淮

剧团的“定向委培生”。小学员的学戏之路非常

辛苦，每天早上 5 点半就要起床练嗓子，每天都

要练十几个小时的基本功，风雨无阻，寒暑不

断。经过 4 年的勤学苦练，2017 年，30 名新生代

演员全部回到剧团实习。“戏苗子”的培养很有

成效。他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淮剧《菜籽花

开》《送你过江》分别获得江苏省第三届和第四

届“文华大奖”。几年下来，30 名年轻演员一个

也没流失，他们迅速成长为剧团的中坚力量。

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盐城市淮剧团展

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今年 28 岁的花延伟是盐城市盐都区的一名

声乐老师，同时也是盐城市淮剧团的“铁杆戏

迷”。小时候，花延伟家里开音像店，到处都是

各种各样的淮剧光碟。淮剧光碟听多了，他对

淮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光碟学，咿咿呀呀

地哼，久而久之，学会了不少淮剧经典唱段。大

学毕业后来到盐都区工作，在盐都文化艺术中

心，花延伟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看了盐城市淮

剧团的演出。他发现，现在的淮剧和小时候听

到的老戏已经不一样了。让花延伟感受最深的

是，过去“香火戏”“门叹词”之类的悲调少了，唱

腔变得更细腻柔美，更有感染力了。音乐风格

上也有较大的改进，过去，伴奏乐器以二胡、琵

琶、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如今，还加入了小提

琴等西洋乐器。“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更多

时尚元素融入淮剧里，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

了。”花延伟说。

盐城市淮剧团每年要开展近 30 场“送戏进

校园”活动，给孩子们带来精彩淮剧演出的同

时，演员们走进教室，走上讲台，面对面教孩子

们唱戏，培养学生们的戏曲素养。

每周三、周四的下午，剧团副团长、国家一

级演员程红都会到当地的小学教戏，教孩子们

穿戏服、画戏妆、展开歌喉演唱，沉浸式感受淮

剧的魅力。葛子钰是盐都区实验小学四年级学

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淮剧。一年多前，她加

入学校的淮剧兴趣班，跟着程红学唱淮剧，目前

已经会唱好几个经典的淮剧选段。葛子钰全家

人因此都喜欢上了淮剧。

团长张正余明显地感觉到，与过去相比，

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学

生。年轻人看戏时更喜欢互动，在观众席上，

有的拍起了小视频发朋友圈，有的拿出手机开

启了直播。每次演出，看着台上台下那么多年

轻的面孔，张正余就笑逐颜开。一场场演出下

来，盐城市淮剧团不断在年轻人中“圈粉”。

最重要的舞台在农村

盐城市淮剧团的院子里，停靠着一辆白色

东 风 牌 中 型 货 柜 车 ，车 身 上 画 着 一 个 头 戴 雉

翎、身背靠旗的武旦形象，看上去栩栩如生、威

风凛凛。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员们坐

着这辆车，把一台台淮剧大戏送到大街小巷，

送到田间地头。在盐城市盐都区，几乎每一个

乡镇、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盐城市淮剧团演

员们的身影。

盐城人大多爱看淮剧。淮剧发源于江苏盐

城里下河一带以及淮安市，至今仍流行于江苏、

上海以及安徽部分地区。江苏很多市、县都有

自己的淮剧团。别看盐城市淮剧团只是一个基

层剧团，身上的“光环”可不少——曾 9 次携新剧

进京，也曾远赴欧洲进行交流演出，获得的各种

奖牌奖杯多不胜数。

但在团员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舞台，还在广

袤的农村。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每年演出

300 多场，其中“送戏下乡”近 200 场。为了不给

村民们添麻烦，无论是资历丰富的国家一级演

员，还是刚来不久的新人，都备有一个被包和一

个网篮，每次出远门，被包装得满满的，网篮里

水瓶、水杯、餐具、洗漱用品等应有尽有。

搭建的临时舞台简陋粗糙，可热情洋溢的

观众总能让演员们演得带劲。

2016 年秋，剧团到一个偏远的村子演出。

天公不作美，开演前半小时，突然狂风大作，大

雨滂沱。主持人只好宣布演出取消，台下的观

众也慢慢散了，可还有十几位戏迷一直撑着伞，

迟迟不愿离去。演员们眼睛湿润了。风雨稍

缓，演员们就冒着雨把戏演完。

有一次，剧团到泰州兴化演出，车刚开到村

口，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起来了。透过车窗

玻璃，演员们远远地看到，村民列着队，拉着长

长的横幅欢迎他们到来。车还没停稳，村民就

围了上来，争抢着邀请演员们到家里去住。很

多时候，演出刚完，后台就挤满了人，年轻人凑

上来拉着演员们合影留念，老人们则捧着瓜果

小吃往演员手里塞，小小的后台瞬间成为火热

的“追星”现场。

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剧团通常也会派

出最强阵容。多年来，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

的高水准演出，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

演好戏，演精彩的戏

今年 55 岁的刘婵是一名资深的淮剧戏迷，

每逢庙会上有淮剧演出，或者村里有人家请民

间淮剧团来演出，她就带着小板凳找个最靠前

的位置坐下来，一直看到演出散场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盐城市淮剧团这几年推出的一系列

新作品却让她有了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刘婵

工作很忙，但只要盐城市淮剧团有演出，她就

会前来捧场，尤其是每逢剧团有新戏出炉时，

她会连着看很多场，百看不厌。在她看来，这

些新剧不仅唱腔动人，表演唯美，而且有深刻

的思想内涵，大都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身边

事，故事贴近生活，让观众觉得自己既是看戏

人，也是戏中人。

最初的淮剧多为民间生活小戏，内容简单

纯朴，语言诙谐风趣。盐城市淮剧团的不少新

戏继承了这一传统，以轻喜剧的方式，演身边

人，讲身边事。

《鸡毛蒜皮》《十品村官》《半车老师》《菜籽花

开》《送你过江》《为你绽放》《宋公堤》……近年来，

盐城市淮剧团下了大功夫，创作出多部新编现代

戏，几乎部部精彩。尤其是《鸡毛蒜皮》和《十品村

官》，演出都在 1000场以上，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鸡毛蒜皮》中，两户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

小事闹矛盾，朴实机智的村民组长巧妙劝解，最

终让两家人握手言和。戏演到哪里，就在哪里

引起一连串会心的笑声。有一次在淮安博里镇

的演出结束后，当地的司法助理跑到后台说：

“这部戏编得太好了，我们现在的工作要解决

的，全是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这部戏演完，以

后我们再去做工作，就会容易多了。”这部作品，

也成为第一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淮剧。

《宋公堤》讲述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

民主政府后，首任县长宋乃德在没人、没粮、没

钱的情况下，四处奔走，动员群众，带领军民筑

成近百里的拦海大堤，全心全意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2022 年 11 月，在滨海县

会议中心演出结束后，滨海县五汛镇党委书记

邀请剧团到即将开始的党员培训班来演一场，

“今年的培训，我就不开会了，你们这两个小时

的演出，比我开 3 天的会还管用！”

剧目还能为观众“量身定制”。有一次，盐

城某开发区的安置工作遇到了困难，部分居民

产生了一些担忧和疑虑。负责人请剧团排了一

部小戏，将想讲的政策、道理蕴含在生动的故事

中，到开发区演了几场，终于赢得居民们的理解

和支持，顺利完成了搬迁。

一次演出散场，有位观众来到后台，感慨地

对张正余说：“我看过你们团的很多戏，发现不管

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内容都离不开 8 个字——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确，这些精彩的作品，

不仅为剧团斩获了大量奖项，吸引了一大批“铁

杆粉丝”，更如无声细雨，润泽着老百姓的心。

盐城市淮剧团盐城市淮剧团““送戏下乡送戏下乡””近近 200200 场场——

老老剧团焕发新活力剧团焕发新活力
王伟健王伟健

2022 年 12 月 20 日，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百

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发电。白鹤滩与乌东德、

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水电站“串珠成

链”，点亮了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在新征

程上为践行“两山”理念、落实“双碳”目标注入

澎湃的绿色动能。纪录片《鹤舞长江》，全景式

呈现了这项超级工程的诞生背景、建设历程，引

领观众深度感受“绿色奇迹”背后的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水轮机组、世界最大的

地下厂房、世界最“聪明”的智能大坝……白鹤

滩水电站攻克了 40 项世界级难题，取得 1000 余

项技术专利，机组实现 100%国产化。这是我国

水电装备制造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又一

杰作。核心技术的突破，是攀登，也是接力。水

电站历经半个多世纪选址、10 年勘察设计、10 余

年 建 设 施 工 ，承 载 着 几 代 水 电 人 的 光 荣 与 梦

想。《鹤舞长江》以选址筹建为开篇，用真实的镜

头捕捉一个个闯关夺隘的动人故事，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和历史信息。

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工程题材纪录片，如何

用影像语言艺术地挖掘和呈现工程价值，让广

大观众在震撼之余，激发起更多情感共鸣？该

片做了诸多有益尝试。

以生动贴切的语言，呈现科技之美。一个

超级工程，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业艺术品，凝

结着工程师们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以一个

铁球“借力打力”，实现上层爆破的同时，保护底

部基岩；通过“雕刻师”级别的精准爆破，岩壁吊

车梁一次成型，为庞大的地下宫殿打造出能承

担万吨重量的坚实“臂膀”；以低热水泥破解“无

坝不裂”的难题，成功筑成“无缝大坝”；为泄洪

洞岩壁敷上一层光滑的“镜面”，阻断空泡效应，

让“深水炸弹”无处栖身；以充满传统文化意蕴

的“双龙戏水”出水口设计，巧妙消解泄洪势能

……纪录片将科技术语转化为日常语言，以通

俗易懂的表达诠释复杂问题，打破专业隔阂，赋

予硬核科技以浪漫诗意。

以平凡动人的故事，书写奋斗之路。令观

众印象深刻的，不仅是那座雄伟壮观、造型优美

的大坝，更有数万名建设者和 10 万移民的无私

奉献。前期负责勘探的工程师们冒着生命危

险，徒步于垂直落差近千米、最窄处不足 1 米的

白鹤驿道；河谷上空的 7 座彩色缆机中，清一色

的女司机昼夜不停，以女性的细致与专注，累计

吊送 100 万罐混凝土；移民工作者刘祖雄不顾病

痛，翻山越岭，开展详尽的入户调查、制定安置

方案，努力带领库区移民走出世代贫困……纪

录 片 以 工 程 建 设 为 主 题 ，但 关 键 视 角 始 终 是

人。工程建设过程中，朴实的奉献和真切的情

谊，令纪录片充满温度和力量。

纪录片专门辟出章节，呈现工程配备的一

整套完善的生态系统保护方案。乌东德水电站

为洄游的鱼类量身打造“专用电梯”，白鹤滩水

电 站 为 两 岸 崖 壁 上 的 鸟 儿 栗 喉 蜂 虎“ 乔 迁 新

居”、为 300 余株古树逐个定制移栽方案……从

江中到岸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地

生根、拔节生长。

在纪录片的最后一集，镜头离开白鹤滩，像

坝中流泄的江水一般涌向长江、奔入大海。随

着镜头，观众看到了沿线各地正在建设或运行

的水面光伏、抽水蓄能电站、远海风电等多能互

补的清洁能源体系。这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饱含诚意、努力实现

“双碳”目标的一个剪影。

纪录片赋予硬核科技以浪漫诗意
周飞亚

核心阅读

一部军旅剧如何做到叙事
和视觉同样精彩，多视角多维度
还原军旅生活，对主创是个不小
的挑战

▲盐城市淮剧团演员

陈晓欧进小学教戏。

▶盐城市淮剧团露天

演出现场。

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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