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的一天下午，贵州遵义市伟大转折

剧场内座无虚席。

随着 25 岁的现场指挥冉璇发出指令，安

静的剧场内音乐声响起，舞台转动起来。观众

席两侧，栈道上火把接续亮起，串联出一支勇

毅前行的队伍。“砰砰砰！”水花四溅，吊桥从观

众席上方两侧伸至半空，“红军战士”前仆后继

发起冲锋。舞台下方，湍急的水流声和弥漫的

“硝烟”不断从四面传来，让观众如同穿越回湘

江战役的战场。一场动人心弦的沉浸式红色

演出就此展开。

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

范围最广。2019 年，贵州被确定为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红色资源活化运用不

断深入。5 年来，《伟大转折》大型长征文化

沉浸式演艺、“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

等项目陆续亮相，“圈粉”一群青年扎根台前

幕后，为讲好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助力

添彩。

用心演绎，让红色人物

“活”起来

“山前有四十四棵涩柿子树，山后有四十

四只石狮子……”伟大转折剧场内，演员们正

练习绕口令开嗓，这是每日必修的功课。

剧场另一侧的排练厅里，随着手指关节

叩打桌面发出的声响，一名青年正在推敲演

出细节。片刻后，他转而拿起了钢笔，继续

敲打。

“钢笔的敲击声，比用手叩击桌面发出的

声音更清脆，表达出人物的强烈态度。”这个

不断揣摩角色的 00 后青年，正是《伟大转折》

剧目中的演员何海航。

该剧目以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转兵贵

州、召开遵义会议为主线，融合舞台科技与

舞台艺术，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何海

航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从小受红色文化熏

陶。“参与这样的红色题材创作，是青年人的

幸运。我想通过这个舞台把红色故事讲给

更 多 人 听 。”24 岁 的 何 海 航 学 的 是 表 演 专

业，听说剧目在招人，就迫不及待报名，并通

过了选拔。

“红色题材创作演绎，尊重史实是前提，

但又不能过于刻板。”为了立住角色，除了形

体、台词等基本功训练，何海航一面查阅相关

史料，写人物小传，了解角色的生平经历；一

面虚心向不同角色的扮演者求教，询问对戏

感受和建议，通过反复搭戏、对台词，尝试寻

找准确的细节表达。

“ 对 红 色 文 化 ，演 员 要 真 听 真 看 真 感

受。”何海航说，他主动利用工作间隙，多次

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

实地考察剧目演出涉及的红色足迹，聆听专

家学者对相关历史的解读。“军装、马灯、信

件……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看文物，有时候一

看就是一下午。”

立足角色，推敲节奏，完善细节，反复打

磨……时间长了，何海航逐渐对剧中每一个

角色的台词、每一段场景背后的史实了然于

胸。“随着角色探索的深入，心中那份信念感

也愈发强烈。”

前不久，遵义市文化小学学生观看剧目

时，在演员致谢环节，小学生们激动地喊出了

“英雄，谢谢你们”，这一幕让何海航动容。“我

从事的不是普通的演出工作，作为青年一代，

传播好红色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他说，希望

通过自己的塑造把更加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

呈现给观众，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荡气回肠、动

人心魄的红色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创新技术，为观众提供

更好的情景体验

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在“红飘带”

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

渐渐亮起来，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

年代。幕布后，24 岁的工作人员朱颖打开操

作面板，准时按下按钮，大幕准点落下，光影

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陆续挪步，被

带入下一个场景。

“红飘带”项目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

体，由《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多彩飞

越》两部分演艺组成。虚拟交互、全息影像、

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三维声场……艺

术专业出身的朱颖，一开始面对这些新技术

时，既充满好奇，有时也不免吃力。

“刚开始接触学习时，有时整晚睡不着

觉。”为了快速熟悉工作，她购买专业书籍学

习，向资深技术人员请教，有时候揪着一个问

题一问就是半天。在她看来，“年轻人就是要

爱问、敢问、会问。”每场实际演出前，朱颖总

是反复与台前幕后的同事沟通磨合，直至配

合精确到每一秒。

“ 这 是 一 次 创 新 ，更 是 一 项 精 细 的‘ 工

程’，一分一毫都不能出错。”朱颖说，在《红飘

带·伟大征程》“血火洗礼”篇章，为了给观众

在行进中呈现难忘的沉浸式体验，团队逼真

地还原了战壕场景，倾泻而下的石笋造型、根

据历史资料模拟还原的道具，与声光特效共

同制造了充满沉浸感的观演空间。从最初的

“门外汉”到现在对馆内各项技术如数家珍，

朱颖说：“只有更好地掌握技术，才能为观众

提供更好的情景体验。”

走 进 遵 义 市 伟 大 转 折 剧 场 ，宛 如 进 入

了 一 个 布 满 各 类 机 械 装 置 的 大 型 工 厂 。

360 度任意旋转的舞台转台上，承载有遵义

会 议 会 址 、大 型 山 体 、吊 脚 楼 等 舞 美 景 观 ，

安装有 LED 机械屏、灯光、音响、烟雾等设

备。舞台周围，分布着 4 台视频服务器、12
台 专 业 激 光 工 程 投 影 机 ，以 及 1 台 大 功 率

工程投影机。

“根据剧情推动，转台可以快速切换对应

的场景。投影机则是用来播放还原长征历史

的视频画面，通过蒙太奇手法营造出全方位

立体覆盖的图像。”说话间，冉璇沉着冷静地

发出几个指令。大幕缓缓拉开，一场集合了

戏剧、影像、装置艺术、机械动作、音乐与舞蹈

的精妙演出呈现在台前。

“舞台上集中呈现很多场景切换，作为指

挥必须牢记每一个场景的音响、灯光、机械等

切换的时间点，才能保障演出的流畅性。”冉

璇习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精准记录每个

切换点。

如今，借助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

机械运动、虚拟现实等技术，依托立体的舞美

置景，这段关于长征的红色历史得以沉浸式

展现在观众面前。“把科技与红色文化融合

好，才能产生‘1+1>2’的效果。”冉璇自豪地

说，剧目涉及的瀑布水效装置、伸缩随动放摇

装置、大型倾斜舞台等 8 项科技舞台设计创

新，正在申请国家专利。

团队协作，打造闪亮的

红色文化品牌

周五下午，“红飘带”项目的场馆门口人头

攒动。因为预约的观众很多，当天已加到 8个

场次。从“血火洗礼”“伟大转折”到“砥砺征

途”，伴随一幕幕壮举在眼前展开，观众置身模

拟场景和拟真声光特效中，大呼“不虚此行”。

在观演交流环节，来自江苏的一名年轻

党员激动地说：“演出太震撼了，让我们以全

新的形式追寻红军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接受

了一次深刻的长征精神洗礼。”

“演出效果的完美呈现，离不开团队‘作

战’。”音响组工作人员焦滔与朱颖是老搭档

了。33 岁的焦滔是一名退役军人，除了每次

开场前测试检查音响设备，听音、辨音，他还

会协同参与视频制作及灯光组的维修。

“红飘带”项目团队里，像焦滔、朱颖这样

的声光电工作人员有 30 多人，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 90 后、00 后。2023 年 10 月试运营以来，

他们已在幕后保障演出超 3600 场，服务观众

近 50 万人次。

“不仅是总控组，灯光、音响、视频、机械

等各组人员也得进行跟场，时刻盯紧设备是

否会出现故障，随时准备处理问题。”朱颖回

忆，一次总控操作电脑触发完全失效，各组迅

速重新启动，音响、视频、灯光等操作平台同

步协作，在倒计时结束前同步按下了按钮，确

保演出顺利进行。

来 到 总 控 机 房 ，电 脑 与 各 类 音 响 后 台

设备布置有序，墙面上挂着圆形时钟，一旁

贴 着 列 表 ，上 面 都 是 应 对 总 控 失 效 的 处 置

沟通专业术语。“这都是团队在总结应急经

验后配置的。”朱颖介绍，“‘身经百战’后，

我 们 的 工 作 作 风 更 加 扎 实 。”结 合 操 作 实

际 ，她 与 团 队 整 理 出 了 一 套“红 飘 带 ”项 目

系 统 总 控 故 障 处 置 方 案 ，帮 助 大 家 做 到 忙

中有序。

“从威亚层到吊挂平台，再到假山投影

的各类场景切换，想要带给观众更加沉浸的

体验，就要细致百倍地配合。”经历了上百场

演出后，冉璇对此也颇有心得：“比如‘娄山

关’场景切换，要确保演员全部从升降平台

撤下，才会喊切换，剧场和演员的安全不容

有失。”

“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剧场，重温

伟大长征精神，我们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何

海航说，除了做好自身角色的探索，他还担

负起了剧目演员排练协助工作。哪怕没有

自己演出的场次，也会在观众席记录，对台

词节奏等现场出现的问题与其他演员反复

沟通，及时反馈调整，只为带来更加完美的

舞台呈现。

“在这条挖掘红色资源、传播红色文化的

路上，我们的探索才刚起步。”又一场演出结

束，冉璇打开笔记本，记录下每个场景转换的

用时和需要改进的细节。她说，自己与团队

将继续踏实走好每一步，扎根红色文化的大

舞台，不断贡献青年人应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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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一群年轻人挖掘红色资源，创新舞台形式，打造沉浸式演出—

讲好长征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黄 娴 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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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青春派R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夏日时节，当歌声在校园响

起，那些青春的身影，带着师长同

窗的殷殷祝福与期待，踏上各自

的征途：有的选择扎根基层、投身

乡村，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有的选择献身科研、探索未知，为

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人生

如同远航，每个人都是勇敢的“航

海家”，大家以梦想为舵、以奋斗

为帆，带着热爱奔赴美好未来。

启航时，方向至关重要。青

年一代应树立崇高理想，用理想

信念指引前行的路。服务人民、

奉献祖国，始终是当代中国青年

奋 斗 的 正 确 方 向 。 近 年 来 我 们

看 到 ，在 卫 国 戍 边 一 线 ，在 科 研

攻关前沿，在抢险救灾现场……

党和人民需要之时，广大青年冲

得 出 来 、顶 得 上 去 ，展 现 出 自 信

自强、刚健有为的风貌。新时代

青 年 要 做 到 有 理 想 、敢 担 当 、能

吃 苦 、肯 奋 斗 ，用 耳 朵 倾 听 人 民

呼 声 ，用 内 心 感 应 时 代 脉 搏 ，将

个 人 的 理 想 追 求 融 入 党 和 国 家

的 伟 大 事 业 中 ，才 能 行 得 稳 、走

得远。

航行中，勇于善于探索。人

生旅途难免会遇到一个个“岔路

口”，面临一道道“选择题”。与在

学校考试时所做的选择题不同，

人 生 的 选 择 题 往 往 没 有 标 准 答

案。因此，不必早早给自己的未

来设限，对热爱的事业要敢试敢

为，在不懈努力中积累经验，一步

步将理想变为现实。航天员王亚

平，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空军运

输机飞行员，因为遨游太空的梦

想，她报名参加航天员选拔，经过

不懈努力，她两次飞向太空，成为

中国首位进驻空间站、首位出舱

活动的女航天员。她开展的太空

授课，更是激发了无数人对航天

事业的热爱。追随热爱、追寻梦

想需要勇气和毅力，年轻人要有

这份勇气和毅力，才能抵达更远

的山海，邂逅更美的风景。

征程上，毅力弥足珍贵。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不可能

没有风浪。任何成功，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

缕、胼手胝足的艰苦奋斗。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同志

二十年如一日艰难探索、奋勇攀登，面对研发途中一个又一

个技术难关，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换来了嫦娥六号任

务的圆满成功。成功路上有坦途也有陡坡，有平川也有险

滩。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保持乐

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气馁、不屈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

每一步路。要相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新时代为

青年一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可能，国家的希望在

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广大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努力追

梦、圆梦，执青春之笔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奋斗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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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行业苦不苦？”“学土木工程专业，以后会从

事哪些工作？”……近段时间，我收到了不少刚参加完高考

的学生的咨询，这些问题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刚参加工作的

那段时光。

2016 年，我大学本科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成为一名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者，从事地铁盾构工作。初次见到盾构机

时，站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被深深震撼到。为了全面系

统地学习盾构机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我跟着前辈老师白

天在盾构机上探寻“奥秘”，夜晚埋头在各种书籍、图纸中寻

找答案，一点一点地将晦涩枯燥的盾构机构造原理及相关

说明学透。

刚 开 始 ，艰 苦 的 施 工 环 境 曾 让 我 一 度 打 起 退 堂 鼓 。

长期在地下空间工作，驱动盾构机前进和运转的强大动

力 所 产 生 的 热 浪 不 断 袭 来 ，让 我 感 到 透 不 过 气 ，地 铁 盾

构 施 工 现 场 的 湿 度 也 很 大 ，工 作 一 会 儿 就 浑 身 湿 漉 漉 、

油 腻 腻 的 ，很 不 舒 服 。 但 我 深 知 ，自 己 的 每 一 次 操 作 都

关系到地铁工程的安全与质量，关系到成千上万市民的

出行安全与便捷。这份沉甸甸的职业责任，让我丝毫不

敢懈怠。

这些年，我辗转在北京、上海、武汉多个地铁项目上历

练过。在修建武汉 12 号线一段盾构区间时，我们遇到了不

少技术挑战——直径 7.5 米的盾构机需要在埋深不足 6 米

的条件下完成始发，操作不当，很容易引起地面塌陷；不仅

如此，盾构机始发后就要以极大的角度下坡转弯，接着穿越

城市的老建筑群，施工难度很大。为此，我和同事加班加

点，反复研究地质条件，调整盾构机刀具配置，提前进行地

层加注，同时在盾构模拟舱中多次进行仿真训练，最终形成

施工方案并顺利施工。

一年前，通过单位内部选聘，我承担起公司的团委工

作。面对公司 800 余名团员、1200 余名青年职工，公司团委

通过组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让更多青年员工感受到榜样

的力量，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我也更加坚定要秉承

匠心，为城市地铁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为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团委书记，本报记者易舒冉

采访整理）

在坚持不懈中收获成长
张子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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