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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萦绕，七仙岭山脚下，万人广场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农历七月初七，是海南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民间传统节庆——嬉水

节。每年这天，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

舞团（以下简称“歌舞团”）都会精心准备一场大

戏，今年也不例外。《仙岭善水》《仙来嬉水》……台

上，载歌载舞，节目轮番上演；台下，掌声不断，观

众叫好连连。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拿出最好

的状态！”给演员们鼓劲的人叫蓝元金，是歌舞团

团长。他一会儿盯着舞台上的演员目不转睛，时

不时跟着动作比划几下；一会儿探出头看看观众

们的反应，观众笑，他也跟着笑。

每 年 惠 民 演 出 超 过 百 场 ，服 务 群 众 超 万

人。“乡亲们有期待，我们就有动力！”今天演出

格外成功，蓝元金兴致高昂，拉着记者来到排练

室。阶梯墙上，一幅幅照片记录着歌舞团 20 年

成长历程，宛若“时间走廊”……

扎得深
“当着家乡父老的面表

演，心里踏实”

2003 年，22 岁的蓝元金从部队退伍，是去

大城市还是回老家？犹豫之际，朋友带来消息：

县里刚成立歌舞团，正在招聘演员。毫无歌舞

基础的蓝元金动心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

做两个月，攒点钱，把春节过了再做打算。”

面试后，蓝元金还真收到录用通知。哪知

刚进团，碰到两个难题：一是训练苦，团里请老

师做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压腿、下腰，蓝元金疼

得龇牙咧嘴，起不来床。二是工资低，前两个月

更少。

有人萌生退意，蓝元金也动摇了。“你的根

在这儿，再坚持一下，要是还不适应，出去打工

我们也支持你。”父亲平日寡言少语，一席话却

让蓝元金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首演在雨林环抱的新政镇报什村，这个村

庄位置偏远。“当时跟过年似的，村里人都来了，

场地摆满五颜六色的塑料凳，墙头、树上、房顶

上都是人。”蓝元金回忆说。演出结束后，村民

们迟迟不散，送野花、拉家常、设宴招待。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说，这是自己这么多年第一次看

表演，拉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

掌声和感谢，让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感

觉自己像个“明星”。蓝元金说：“从那以后，练

习动作时脑袋里都在模拟上台表演的场景。”

保亭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环境闭塞，山隔

着山，河望着河。歌舞团从客运站租来的中巴

车仅有 20 个座位，人和道具一起挤在里面。有

的村子路途险陡，湿滑泥泞，众人就大包小包手

提肩扛。雨林里蚂蟥非常多，如果不慎被咬，本

地的孩子也有办法，掐一把路边的“飞机草”捏

碎敷上，血就止住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大家的想法很一致：“把戏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大家都在盼着。”

20 年，弹指一瞬。从队员到队长，再到副

团长、团长，蓝元金说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家乡。

从外面回来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外出务工，被他

拒绝；演出有了名气，演艺集团来高薪挖人，他

也从没想过离开。为何？“当着家乡父老的面表

演，心里踏实。”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早已脱贫

摘帽，村村水泥路通到家门口，茅草屋变成平顶

房、小洋楼，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

歌舞团的演员们每年一半的时间都在送戏

路上奔波。今年 10 月，歌舞团成立即将满 20 周

年，37 名演职人员正加紧排练，期待给乡亲们

端上“新菜”“热菜”。

演得“土”
“用心用情的作品才有魂”

舒缓的黎调悠扬入耳，排练室里，歌舞团

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甘工鸟》正在预演。演员

们身着民族服饰，头戴草帽；竹竿翻动，舞步袅

娜。别看现在的表演成熟流畅，创排之初，他

们直发愁。

“甘工鸟”是黎族群众家喻户晓的爱情传

说。几年前，也曾有剧团对其创作改编。2020
年初，歌舞团收到县里通知：把“甘工鸟”升级改

版，再次搬上舞台。

众人摩拳擦掌，同时也有点忐忑，以前大家

都是排简单剧目，没排过复杂的故事。舞剧情

节连贯，故事性强，要重写台本，编导团队一时

不知从哪入手。

解决问题还是靠老办法——下乡采风。歌

舞团的编导团队分成几个小组，用一个月时间，

先后寻访保亭、白沙、东方、五指山等地老人，听

他们讲述自己眼中的“甘工鸟”，同时寻访老艺

人，记录音律曲调，为配乐做准备。那段时间，

排练厅的灯总是亮到深夜，采风归来的众人席

地而坐，复盘当日收获，齐心把口口相传的故事

像拼拼图一样渐渐还原。

“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一定要演好。”为了贴

合故事，演员们跟着网上教学视频学习剪辑，先

剪出配乐的小样，再跑到广州和制作人沟通。

经费有限，做服装和舞美道具常常自掏腰包。

扮演男主角的卢子祥跑配乐、下乡、出省演出连

轴转，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住院。

2022 年 6 月，历时两年多打磨，升级改版后

的《甘工鸟》在保亭县影剧院首演。谢幕后，回

馈他们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凭着这股劲头，歌舞团成立以来，编排的节

目屡受肯定。黎族舞蹈《跳跃的竹竿》、苗族舞

蹈《摇谁瑞金》分获第一、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

秀舞蹈作品，舞蹈《稳赛啊稳赛》《犁田谣》获海

南省第一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一等奖，舞蹈《赛

娘》获第十七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汇

演比赛一等奖……

歌舞团原团长黄秀霞说，节目受欢迎，归功

于“土”：演员“土”，演员来自黎苗山村，之前无

一人接受过专业训练；乐器“土”，伴奏乐器都是

黎族的竹木乐器，如鼻箫、牛铃、灼吧、哩咧等；

演出形式“土”，民歌、舞蹈均来自黎族苗族民

间，有些是原汁原味搬上了舞台。而“土”，源于

对家乡和民族文化的热爱，“用心用情的作品才

有魂”。

练得勤
“在这里，人人都是多面手”

“如果没来歌舞团，我不确定自己现在会

在哪里。”2004 年，18 岁的黄蝶云从职校毕业，

学 习 酒 店 管 理 却 爱 唱 歌 跳 舞 ，老 团 长 下 乡 选

拔，一下就选中了她。“从没想过自己编排的

‘土节目’也能走出大山，走向国际。”黄蝶云

说。如今，她和歌舞团的足迹已到达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黄蝶云说，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山里的孩子

第一次出远门，有太多没见过的新鲜事，有些不

自信。“出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候机厅里，大

家拿出定制的黎苗服饰，统一着装后，排列整齐

登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还有一次在国外演出，黄蝶云、朱静攀等 8
个演员轮番登台，完成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

出。结束时，演员集体谢幕，台下观众发出惊叹

声，不敢相信仅 8 个演员就能撑起这么热闹的

一台表演。

“在这里，人人都是多面手。”朱静攀说，现

在歌舞团的 37 个演职人员都是能唱、能跳、能

演、能吹奏乐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

想让观众满意，秘诀无他，唯有一个‘勤’字。”十

几年下来，朱静攀、黄蝶云成长为团里的“台柱

子”、县里的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

歌舞团就像个大家庭。“团队氛围好，年轻

人才会发自内心爱这个集体，留得长久。”蓝元

金说。这么多年，老演员们都是自觉地“传帮

带”。黄蝶云记得自己不懂节目编排，团长不嫌

她年龄小，让她从最简单的广场舞大胆尝试。

卢子祥痊愈归队，接替自己的老演员二话不说

让出演了两个多月的男主角。

近年来，歌舞团积极融入保亭旅游业发展，

还成立了艺术培训中心。为帮助歌舞团演员成

长，县里拨付专款，每年送两人到北京舞蹈学院

进修舞蹈、编导等课程。

现在，歌舞团的演员们又有了新想法。“互

联网时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口味也在变化，我

们也需要与时俱进。”蓝元金说。年轻人对流行

音乐和短视频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主动探索尝

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光彩。海南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下乡路上的见闻、精心编

排的表演，正在被更多人看到。

海南保亭黎族海南保亭黎族苗苗族自治县民族歌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舞团——

““乡亲乡亲们有期们有期待待，，我们就有动力我们就有动力””
曹文曹文轩轩

节 目 受 欢 迎 ，归 功 于
“土”：演员“土”，演员来自黎
苗山村，之前无一人接受过
专业训练；乐器“土”，伴奏乐
器都是黎族的竹木乐器，如
鼻箫、牛铃、灼吧、哩咧等；演
出形式“土”，民歌、舞蹈均来
自黎族苗族民间，有些是原
汁 原 味 搬 上 了 舞 台 。 而

“土”，源于对家乡和民族文
化的热爱，“用心用情的作品
才有魂”。

核心阅读

浩瀚林场，皑皑雪原，齐声的号子，切割机

嗡嗡作响，灶台边热气腾腾……开场的一个长

镜头，上世纪 90 年代“三道沟”风光扑面而来。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腾讯视频播出的电视剧

《父辈的荣耀》，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剧。

《父辈的荣耀》聚焦林业改革，通过生活在

“三道沟”林场几个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折射

中国林业沧桑巨变的 20 年，诠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主题。不论是编剧赵冬苓密密

匝匝长达 60 万字的剧本，还是看起来与普通观

众颇有距离的林业改革题材，都说明这并非一

部容易讨巧的剧。难，恰恰让总导演康洪雷产

生创作冲动，因为他选择剧本的第一个标准就

是“必须非常难”。

从军旅题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士

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到改编文学名作

《青衣》《推拿》，再到革命历史题材《我们的法兰

西岁月》，康洪雷的作品总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

方。2006 年，《士兵突击》播出后，钢七连的连

训“不抛弃、不放弃”成了金句广为流传。

在北京乘坐地铁，康洪雷会特别留意年轻

人用手机播放什么。他发现，看剧的人越来越

少，“刷”短视频、购物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更

关注现实了，充满假定性的故事还能慰藉他们

的心灵吗？”《父辈的荣耀》破题思路是，按照艺

术规律去讲故事，就让故事依着生活的节奏，从

容不迫，娓娓道来。

《父辈的荣耀》将 20 年的沧桑巨变浓缩在

三代林场人的命运里。以宋留喜为代表的第一

代林场工人是拓荒者，在深山老林筚路蓝缕、安

营扎寨，“眼瞅着一棵棵树倒下，却没给后人留

下福”。以顾长山为代表的第二代林场工人，面

对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林业减产、限伐，迫切寻

找新的出路。以陈兴杰为代表的第三代年轻人

重新创业，他们走出“三道沟”，又回到“三道

沟”，用知识和智慧回馈养育他们的家乡。

“思想的转变是最难的。他们曾长期在‘靠

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惯性下生活。他们如何面

对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现

实问题？”康洪雷说，这是他的创作初衷。

提起康洪雷的作品，人们会想到许多有特

点的人物，他们真挚、朴素的情感里闪烁的人格

光辉，将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照得通亮。《父

辈的荣耀》里也有牵动人心的顾长山、那存花一

家。顾长山夫妇善良、朴实，又有着一股子韧

劲，要养育自己的儿子，又接济工友、邻居的孩

子，物质并不宽裕，生活磕磕绊绊，但一家人紧

紧抱在一起爬坡又过坎。生活并不全是琐碎，

是那些代代传承下来的美德支撑他们始终向着

希望的方向走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及深沉的家国情

怀，就体现在顾家人的日常里，体现在宋留喜、

顾长山和孩子们的选择中。顾家人的喜悦和悲

伤有很强的代入感，用观众的话说，让人“笑着、

哭着、牵挂着”。

“演员得像人物，造型得有岁月的斑驳，故

事才能让人有切肤之感。”康洪雷邀请林业工人

到剧组给演员们上课，讲自己刚入职的状态、工

作的细节，展示工服、鞋帽和工具。组织演员去

当地体验生活，与工人们交谈，渐渐抹去自己在

生活中的影子、表演上的一些惯性。在康洪雷

看来，观众之所以会喜欢一个人物，恰恰是因为

这个人身上的特色或者说某种局限性。只有每

一个人物都有特点，人物的群像才鲜活，一部戏

的味道才能出来。

细节考验导演功力，点点滴滴的细节决定

了一部剧的品质。大到剧组依照当年林区人家

的状况，1∶1搭出 1.8万平方米的“三道沟”，小到

房间的内饰、墙与墙的接缝处、工服的搭配，康

洪雷要求都得符合当年的状况。拍摄中，林业

工人们去剧组参观，很多人感慨“这就是我们当

年的生活啊”。播出后，剧中屋檐上的冰凌、灶

台边的灰，凡是用心之处都被观众一一捕捉。

“人们评价那些经典名著，无论诞生在何

时，总能被诠释出当代意义。电视剧也许难以

匹敌文学的丰厚、哲学的深刻，但不能丧失对生

活的洞察。”康洪雷说。让观众通过作品感受人

性的美好、获取精神上的滋养，优秀电视剧的醇

厚与魅力、创作者的匠心与功力，也许正是源于

此吧。

一部聚焦林业改革的电视剧
任姗姗

▲舞剧《甘工鸟》剧照。

◀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民族歌舞团赴国外交流

演出时，演员与观众们现场

互动。

以上图片均为黄秀霞摄

版式设计：赵偲汝

戏剧教育作为一

种重要的艺术教育形

式，近年来逐渐得到

广泛认同。戏剧教育

由表演、文学、音乐、

美术等艺术形式深度

融合而成，综合性、集

体性较为突出，对受

教育者在综合学习训

练、自我意识表达与

社会交往、协同合作

等能力的培养方面具

有显著作用。中小学

阶段是人格养成的重

要时期，戏剧教育对

学生的个性培育、社

会属性培养发挥了较

为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大力普及

戏剧教育的背景下，

中央戏剧学院于 2016
年设立戏剧教育系，

这也是国内高校首次

把戏剧教育专业方向

升级为“系”，以培养

人才。该专业方向旨

在培养具有较高文化

艺术修养、基本掌握

戏 剧 创 作 理 论 与 技

能、能从事大中小学

戏剧教育工作并组织

校园演艺活动的复合

型人才。 2023 年，戏

剧教育专业首次作为

师范专业方向进行招

生录取。未来，中央

戏剧学院将进一步扩

大戏剧教育（师范）专

业的招生规模，强化

示范引领作用。

以戏剧教育作为

艺 术 教 育 的 重 要 形

式，将戏剧教育专业

赋予师范属性，推动

中小学戏剧教育全面

综合素质培养势在必

行。这既是对标美育

人才培养的需求，也

是完善学科、专业定

位和功能布局的一项

重要举措。通过对北

京 十 余 所 学 校 的 调

研，我们发现目前中小学戏剧教育面临一些困惑。

比如，对戏剧美育建设的必要性和戏剧师资的专业

化需求尚未达成共识。对于绝大多数学校，戏剧师

资相较音乐、美术等学科而言显得匮乏，选择开设戏

剧课的学校相对较少。同时，戏剧教育专业毕业生

到中小学就业面临瓶颈。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格

证任教学科类别尚无戏剧学科，成为戏剧教育专业

学生毕业出口的一大难题。

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发展中小学戏剧教育、加强

戏剧师资配备，进而加强美育建设及艺术教育，亟须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应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小学作为教研

基地，研发美育课程，形成具有示范性的中小学戏剧

美育教学成果。在此基础上，作为设立戏剧教育专

业并赋予戏剧教育师范属性的先行者，中央戏剧学

院应积极推动戏剧美育科研、教研成果的使用，助力

构建戏剧美育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助力教师进

入国家层面美育课标和美育教材的研制团队。

其次，要更好培养中小学戏剧教育师资队伍。

对标师范专业认证体系促进戏剧教育专业建设，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和要求，依据师

范专业认证标准规划课程与教学，构建学科教育课

程、教师教育课程、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等几大

模块，合理设计课程结构，增加教育学、现代教育技

术、班级管理等教师教育训练模块，补充选修课程

群，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积极拓展与中小学

的交流合作，与中小学教师联合开展教研，有针对性

地参与中小学美育实践，为学生深度实习、见习和未

来就业提供资源。从人才引进、教学经费投入、教师

技能实训场地设备等方面，保障专业转型后的建设

资源和发展条件。

再者，需要助力学生多元发展。毕业生如具备多

元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将更契合社会需要。因此在

培养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建构学生的多学科能力储

备，促进学科融合与应用能力，训练学生利用戏剧教育

规律和方法进行课程研发设计的能力。这是当下中小

学在美育课程建设方面亟须补充的能力，也必然成为

毕业生在行业准入和未来职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

戏剧教育前景可期、方兴未艾，发展中小学戏剧

教育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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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阶段是人格养成的
重要时期，戏剧教育对学生的个
性培育、社会属性培养发挥了较
为重要的作用

▲《父辈的荣耀》剧照。

《父辈的荣耀》剧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