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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杨 辉文/摄
6月27日晚，作为“和合城 迎亚

运”台州市2023市民艺术节精品剧目
公益惠民系列演出之一，滑稽戏《哎哟
爸爸》在椒江区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
演。这是一部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剧，由
上海滑稽剧团出品。三分亲切、三分幽
默、四分深思，看《哎哟爸爸》，观众各

有体会，不少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老年人应当如何养老，靠政府？

靠家庭子女？还是靠自己？《哎哟爸
爸》关注养老问题，在笑声中探讨这
个话题。子女如何对待老人，用时
间？用金钱？还是用亲情陪伴？该剧
呈现了原汁原味的老年生活，反映
当下养老现状，带给观众很多思考。

剧中人物宋德广儿女双全，但
晚年生活却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
因为儿女很少来探望，他只能和隔
壁的“老兄弟”陈金生相互扶持，想
着法子“噱”儿女回家来转转。该剧
还别具匠心地将滑稽戏与独脚戏融
合在一起。演员在表演滑稽戏的过
程中，用独脚戏的方式来串场，带来
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有观众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
观看滑稽戏，《哎哟爸爸》反映现实
生活，既接地气又有深意，不仅仅是
在呼吁关爱老人，更是让观众明白
亲情意味着什么，对当下生活和拥
有的感情该如何去珍惜，是一堂生
动的家庭教育课。

上海滑稽剧团献艺台州

《哎哟爸爸》，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 辉/摄

近日，台产大剧《西望的田野》在
黄岩区文体中心首次公演。

《西望的田野》由台州市人艺话剧
团创作演绎。近年来，剧团团队将红色革
命题材《信念》、宋韵主题《南宋第一贤
相》等搬上话剧舞台后，又聚焦共同富裕
题材，推出这部《西望的田野》力作。

记者采访了该剧相关主创和演
员，了解这部剧从酝酿到出炉的全
过程。

新人创排

时间倒退到去年年末，人艺话剧

团每年一部的新剧计划又启动了，
主题是聚焦走南闯北的台州在外瓜
农群体。

剧团迅速组成 6 人主创团队，
包括团长茹福胜、艺术总监王大伟、

“台柱子”陈雨轩等。大家开始划分
任务。

这次新戏挑战，陈雨轩感到前所
未有的压力。因为新剧的剧本创作和
导演，都由他一肩扛下。

这几年，随着台前幕后的经验
积累，陈雨轩已经有跨界尝试剧本
创 作 的 经 历 。他 参 与 创 作 小 戏 小
品，收获第二届罗湖青年戏剧月田
汉戏剧奖、浙江省第七届故事会创
作一等奖、第十届台州市文化曙光
奖等荣誉。同时，陈雨轩还参与导

演了多部校园剧。
还有一个原因是，作为土生土

长的黄岩人，陈雨轩对“外出瓜农”
群像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我身
边有不少长辈就是在外创业的瓜
农。他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瓜农
创业背后的辛酸，我从小就有所耳
闻，也投注了更多情感到这次创作
和表演中。”

台州市人艺话剧团团长茹福
胜告诉记者，“演而优则导，对年
轻演员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锻
炼机会”。

现实题材

这部聚焦台州瓜农的剧，名为
《西望的田野》。

剧情起源于大学毕业生张西
望和父亲张东的一个“打赌”。主
人 公 张 西 望 爱 好 写 作 ，但 他 写 的
书缺少“烟火气”而乏人问津。张
东约定如果张西望能凭自己的双
手 种 出 西 瓜 ，那 他 就 出 资 支 持 儿
子的写作事业。于是，张西望追随
张 东 来 到 四 川 投 身 种 瓜 事 业 ，经
过社会历练逐渐成长。“通过一对
瓜 农 父 子 的 故 事 ，以 小 见 大 来 展
现两代瓜农从‘追着太阳种西瓜’
到‘跟着数据种西瓜’，走出守正
创新种瓜路。”

陈雨轩结合自己导戏的切身体
验，从四面八方汲取灵感。他告诉记
者，在动笔之前，他们搜集大量素材。
台州瓜农遍布四方，他们就追着瓜农
去采访，走访了福建、安徽等地的台
州种植大户。

去 年 12 月 ，他 们 赶 到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一 个 村 庄 。有 9 户 台 州 瓜
农 承 包 当 地 上 百 亩 田 地 ，他 们 不
仅 自 己 种 瓜 ，还 带 动 了 周 边 村 民
就业创业。

剧团主创团队与瓜农们同吃同
住近半个月，近距离观察他们每天工
作状态。这期间，他们遭遇了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寒潮，瓜农们与天灾争分
夺秒抢救大棚西瓜。

返程后，陈雨轩便投入创作，“这
次扎根一线的实地采风，我们对瓜农
们不服输、不放弃的毅力，也有了更

多的感触。”
另外，作为地方合作文艺精品，

该剧体现的主旨立意高远，谱写高
质量的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浙
江四川两地的山海协作推动东西共
同富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先行的
台州示范。

确保这部高大上主旋律作品的
可看性，是人艺剧团面临的另一个
挑战。

突破窠臼

终于，《西望的田野》迎来正式
公演。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间内，
剧情分为“追着太阳种西瓜”“东西
协作谋共富”“科技创新抗天灾”

“欢天喜地迎丰收”四幕，由 17位剧
团青年演员精彩演绎，得到了观众
的认可。

“会有一种新鲜的熟悉感。”观众
张先生一直关注台州在外瓜农创业
报道。瓜农种植遭遇的困难、“瓜农
天下”数字场景普及等现实题材，在
舞台上被焕然一新地演绎，这让他
很惊喜。

新人操刀现实题材大戏，也碰
撞出创意的火花。“我们首次尝试先
锋轻喜剧的演绎风格，让小人物在
充满烟火气的故事背景中展现他们
的智慧和乐观，也让更多观众感受
充满魅力的戏剧艺术。”陈雨轩说，
这部剧虽是现实题材，剧组上下希
望能在戏剧领域展现属于年轻一代
的戏剧美学，让更多观众喜爱充满
魅力的戏剧艺术。

为了贴近风格，主创团队集思广
益，定制了多块大小不一可移动的背
景板。而这些不起眼的背景板立在舞
台上，就成为颇有创造性的舞美装
置。随着剧情推动，背景板变换位置，
起到分割舞台场景、形成虚实相映的

舞台空间等多样作用。
剧团的另一个大胆尝试，就是启

用新人演员。24 岁的张起豪首挑大
梁，扮演“男一号”张西望。

张起豪告诉记者，在之前剧团
《信念》《和合二圣》等话剧中，他基
本都是出演“反派”角色。这次试戏，
他希望有不一样的挑战，并争取到
重要角色。

在《西望的田野》中，他与陈雨轩
搭档，有大量的父子对手戏。“除了排
练，平时我们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讨
论剧情，陈老师也分享了很多舞台经
验。对于新人演员来说，这是一次难
得的成长机会。”

茹福生说，把文化创新作为首
要任务，表明了人艺剧团的与时俱
进。“正式公开演出之前，我们内部
多次试演，每次都会集结主创人员
召开研讨会，在整体演出和舞台细
节等方面不断完善，一切都是为戏
服务。”

《西望的田野》，演绎台州瓜农的精彩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近日，一首旋律优美的原创新
歌《山海蓝·胡杨红》，于全网多个音
乐平台上线。

该歌曲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柯健君作
词，创作歌手、音乐人、中国艺术家
协会会员陈振云作曲，并由台州市
歌手庄艺、陈伊凡，阿拉尔市歌手刘
茵、王培毅共同演唱。

“‘山海蓝啊胡杨红，血脉相连
情永传。当第一滴露水轻盈地滑落
玫瑰间，大漠孤烟醒在苍茫之巅，长
河落日是每一次的离别与相伴。’这
是《山海蓝·胡杨红》的几句歌词。创
作时，我反复推敲，现在终于面世
了。”柯健君说，这首歌的词创作历

时半年，数易其稿，就是想精准表达
他对故乡台州和异乡阿拉尔的认知
和情感。

近年来，柯健君创作了多首有
影响力的歌曲，如 2020年创作的抗
疫主题歌曲《有爱大中华》，由其子
柯文铮谱曲，在台州、武汉电台播
放，并被“学习强国”推送；2021年，
他作词的《山海台州》推出，并在台
州多个场合演唱。

而这一首《山海蓝·胡杨红》，由
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阿拉尔市指挥部、阿拉尔市
文联、台州市表演艺术家协会共同
策划制作出品，以气势磅礴的台州
山海情怀，表达了思念、祝福和无悔
之情；以无限绵延的阿拉尔大漠胸
怀，诉说了感激、奋进和友爱之情。

从作词到作曲，到编曲，台州和阿拉
尔两地的文艺工作者都费尽心思。

从东海之滨到祖国西陲，相隔
万里，心却紧紧相连。去年 7 月 27
日，山海·胡杨“台阿一家亲”文化交
流演出活动，曾在阿拉尔市文化馆
大剧院精彩上演。整场晚会编排精
美，内容丰富，诗朗诵《山海·胡杨》
是其中一个节目，也是歌曲《山海
蓝·胡杨红》的创作背景。

“那一次去新疆，采取‘线下演
出+线上直播’的形式，台阿两地演
员，通过优秀文艺节目歌颂祖国、赞
美家乡，共同书写了文化润疆的新
篇章。回到台州后，两地文艺家全身
心投入新歌的创作及视频的拍摄之
中。”台州市表演艺术家协会主席陈
文彬说。

原创歌曲《山海蓝·胡杨红》全网上线

台州市2023市民艺术节

《西望的田野》聚焦台州瓜农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