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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摇篮》：战争年代的“红色童话”

定风波·水稻低头掀哀浪

亮点直直击击

诗情画画意意

玫瑰剧剧评评

荧屏亮亮点点

无论是生于上海长于上

海的周嘉宁，还是在2010年

从浙江嘉兴来上海读大学从

此便驻留在上海的王占黑，

她们都试图用自己的记录为

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

此刻看到的上海。”

脉络清晰、细节扎实、情感细腻，《啊摇篮》虽然没有恢宏的叙事，却通过战争背景下对延安保育员群体的描绘，再现
旧时延安的风土人情、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一群女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是，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红色后代的
人们，写下的关于爱的“红色童话”。

▲

从左至右：主持人、《收
获》杂志编辑朱婧熠，作家周嘉
宁，作家王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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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青

五月潇湘起朔风，斑竹滴泪悼袁公。水稻低头
掀哀浪，悲唱，伤心震恸九州同。

赤子情怀千古颂。两梦，寰球仓廪暖实充。禾
下乘凉悠自在，爱戴，福泽万世建殊功。

■ 李一赓

2003年，改编自前苏联剧作家柳德米
拉·拉苏莫夫斯卡雅《亲爱的叶琳娜谢尔盖
耶夫娜》的话剧作品《青春禁忌游戏》，首次
被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时，曾在国内话剧艺
术界引起轰动。作为一部严守“三一律”的
剧作，《青春禁忌游戏》以其犀利的社会视
角、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跌宕的故事情节给
观众们带了感官和心理的双重冲击。时至
今日，国家话剧院版的《青春禁忌游戏》仍作
为剧院的保留节目，一直在不断复排复演。

在话剧舞台上，只要提起俄罗斯戏剧，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会在脑海中冒出
一个“刻板印象”——以斯式体系为主导
的、精益求精的体验派戏剧，主导了大多数
的俄罗斯戏剧在舞台上的呈现。国话版

《青春禁忌游戏》的导演査明哲，拥有着非常
完整的斯式体系创作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这些特点反映在其作品上，可谓是将
俄国戏剧的美推向至一个巅峰，精美的道
具布景、准确的舞台调度还有饱含着激情
的人物表演。该作也影响了后续十几年里
不少专业院团抑或是学生习作对于《青春
禁忌游戏》的创作风格。

诚然，一部“出道即巅峰”的《青春禁忌
游戏》有太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哪怕
是原原本本将其模仿下来，对于大部分观
众来说也能得到观感上的满足。但对于经
典作品，只是模仿就够了吗？对于有追求
的创作者来说，绝不仅仅是复制经典就可
以满足创作欲的。

将于2021年6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我的世界非黑即
白》，同样改编自《亲爱的叶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但在
舞台上的呈现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原作中四个学生为了修改考试成绩，在老师叶琳
娜生日当晚，无所不用其极的利诱、恐吓、威胁，直到
局面彻底失控。《我的世界非黑即白》在剧本方面对原
作进行了深度的解构，改编后的故事适当缩减了原剧
中对于故事背景和情节更迭的赘述，而是将重点放在
了师生之间三观相悖的对抗上。同时，此次改编也减
少了“翻译腔”“话剧腔”等传统外国戏剧中不符合现
代中文语境的台词，并加入了一些时下流行的元素，
旨在塑造渐离感的同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故事情
节。除了剧本上的改动，《我的世界非黑即白》在表演
方面的设置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剧中不再有专门
扮演老师的演员，而是其他演员轮番饰演老师的角
色，通过演员们不断“跳进跳出”不同的角色，最大限
度调动起演员们创作的积极性。

戏说不是胡说，尽管有如此多的改动，但这个原
本残酷的青春故事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创作团队在
完全遵守讲好故事的前提下，试图将作品更深层次的
内核挖掘出来。由彭远江执导的话剧《我的世界非黑
即白》，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而是运用现代主义
戏剧手法来重新解读《青春禁忌游戏》。如彭远江所
说，“戏剧绝不只是简单地把文字放在舞台上，演员和
导演要更加积极的成为创作的一环，把自己对故事的
理解融入呈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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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

5月22日下午于上海中心52层朵云书
院旗舰店举行的《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
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是“2020收获文学排
行榜”的衍生活动。

由《收获》杂志牵头的“收获文学排行
榜”，创办于2016年12月，共分长篇小说、
长篇非虚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四个榜
单。最终跻身“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的，
有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王尧的《民
谣》、袁凌的《生死课》、邱华栋的《北京传》、
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陈河的《天空之
境》、哲贵的《仙境》和唐颖的《鹭鸶姐姐》等
共40篇于当年发表于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
作品。

如果要为“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举行
一场读书会，可以邀请的嘉宾范围很广，如
文坛常青树王安忆、蒋韵，或者作品很快被
出版社相中、以单行本出版后获得了不俗销

量的《生死课》的作者袁凌，等等。5月22
日《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
什么》为什么选择了周嘉宁和王占黑？两位
都是生活在上海的作家，由她们来跟《收获》
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分享文学排行榜的意
义，免去了嘉宾的舟车劳顿，这大概是原因
之一。而我觉得，周嘉宁和王占黑能成为这
场读书会的嘉宾，更关键的原因是活动的主
标题“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周嘉宁
是“80后”，王占黑是“90后”。

要问写小说的人在想什么，答案就在他
们的小说里。中篇小说《浪的景观》和短篇
小说《去大润发》，是帮助周嘉宁和王占黑跻
身中篇文学和短篇小说排行榜的佳作，读一
读《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或许能找到答
案：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首发于《钟山》文学杂志2020年第3期
的《浪的景观》，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叙
事：“我”从野鸡大学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地
在城市里到处闲逛时想到了好友群青，就给

他打了个电话，就此，“我”的新生活开启
了。群青在东京打了多年黑工后，被遣返。
回到上海正在为如何生存谋划的时候，群青
接到了”我“的电话，两个野鸡大学的同学一
拍即合，签了个卖服装的档口，这以后，读者
开始随着两个小伙伴“纵向和横向扫荡了上
海市区和近郊的纺织批发市场”，如襄阳路
服装市场、七浦路市场、迪美地下商场甚至
传说中的虹口那边的鬼市。读者还通过

“我”和群青的言语往来了解了已被拆除的
华亭路市场。文学评论家金理这样评价《浪
的景观》：“在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织中，《浪
的景观》向一个混乱无序中又生机勃发、边
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剪平整的时代致敬”，可
谓剀切。

假如说《浪的景观》见证了一个时代的
落幕，并在记录的过程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
青春记忆，那么，女作家王占黑的小说，则将
自己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兴冲冲的旁观者，
遇到感兴趣的人和事，就巨细靡遗地照实记
录。在“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
单中排名第八的《去大润发》讲了这样一个
故事：豪情万丈地走出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小
学英语老师的“我”，经历过两次失恋后，痛
感独立生活并不像自己当年所想象的那样
快乐。

这一天因在学校遇到了几件让“我”心
烦意乱的事后，走出学校后想步行回家，借
此缓解郁积在心里的烦闷。不想，路途比自
己想象得要远，只好中途改变主意乘坐公交
车回家。能带“我”回家的公共汽车已经下
班，“我”只好听从也在车站等车的穿黑T的
男人建议，搭乘大润发的免费班车去一趟大
润发再说……“我们仿佛目睹的，是无数跌
宕向前的生命洪流，它们不断汇聚、再分散，
某一刻又奇迹般地在新的时空中得以重
聚。她属于那种能够在某个时刻忽然安慰
到我们的小说家，以她对于人世间汹涌不息
的欢乐和痛苦的理解”，诗人、文学评论家张
定浩对《去大润发》的评价，一下子点出了同
为女作家“90后”的王占黑不同于“80后”的
周嘉宁的地方，亦即正青春的王占黑还不慌

着去记忆青春，她正在将年轻人对生活的理
解写进小说里，以此带给她的读者以慰藉。

凡此种种，都是读者关于《浪的景观》和
《去大润发》的理解，那么，两篇作品的作者
周嘉宁和王占黑，是不是认同读者的读后感
呢？也就是说，这两位年轻人在写作《浪的
景观》和《去大润发》时，到底在想些什么？

5月22日下午，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我
算好了能够准时到达朵云书院旗舰店的，却
因为直达上海中心52层的电梯需要限流而
排了一会儿队，等我落座在朵云书院的活动
区域，周嘉宁已经在侃侃而谈了。听着听着，
我发现，周嘉宁之所以能够侃侃而谈，是因为
她在重温自己的作品《浪的景观》，她像大多
数写作者一样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
索性用非常直白的话语来拒绝主持人的提
问，诸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
不太理解”等等。而王占黑呢，则用很慢的语
速来消耗属于她的回答时间。遇到两位写得
比说得要好许多的女作家，读书会时不时会
出现片刻冷场，也就不是意外了。然而，她们
断断续续的陈述，还是让我们捕捉到了“写小
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的答案。

无论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周嘉宁，还
是在2010年从浙江嘉兴来上海读大学从此
便驻留在上海的王占黑，她们都试图用自己
的记录为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此刻
看到的上海。

正如周嘉宁所说的那样，“我也想过是
不是用写日记的方式将自己每天看到的上
海记录下来，那样，多年以后也就不会产生
因记录缺如带来的焦虑。可我还是决定不
那么做，因为我相信若干年后还留在我记忆
中的上海，才是我愿意记住的上海。”以此推
断，周嘉宁写作《浪的景观》、王占黑写作《去
大润发》，反馈给读者的都是她们愿意记住
的上海。《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从题材到
趣味的大相径庭，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写小说的年轻人正在考虑用只属于自己的
风格记录上海，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预告：只
要写小说的年轻人笔耕不辍，文学里的上海
将会多姿多彩。

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 钟玲

有温馨的时刻，也有心痛的瞬间，有战
争的无情与残酷，也有人性的美好与良善。
记不清有几次泪雨滂沱，为战争年代里太多
生死离别的悲伤，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热血澎
湃，为那个时代里人们坚定不移的信仰，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爱与忠诚。

由林柯执导，海清、周也、李泽锋等人主
演的《啊摇篮》本周已收官，这部根据真实故
事改编的40集电视剧，讲述了丑子冈、沈元
晖、曹和静等革命工作者，为保护红色后代
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历。

所有的故事，围绕着于 1940 年成立于
延安的中央托儿所展开。

关于当年的延安，关于那时的保育院，
过往已有多种形式、不同题材呈现过那段历
史，但无论是电影还是舞台剧，大多侧重于
还原保育院的工作人员护送孩子告别延安、
辗转进京的曲折经过，但电视剧《啊摇篮》却
从托儿所成立开始到迁址进京结束，完整地
展现了延安中央托儿所十年间的风雨历程。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只有6孔窑洞的
中央托儿所成立了，倔强、理智、做事雷厉风
行的共产党员丑子冈，放弃了自己去前线的
理想，变成了这里的“丑妈妈”。托儿所里有
中央领导的孩子、革命烈士的遗孤、抗战将
士的子女，为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丑子冈
和她的战友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也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物资匮乏时，丑子冈
四处“化缘”；“大战百日咳”时，丑子冈到处
寻找治病的良药，沈元晖运用自己的知识带
着战友们隔离、护理病儿；“挥别延安”时，丑
子冈“身先士卒”，小葫芦被绑架她对敌人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保护月月的生命安全她
奋勇击敌……

还有，在托儿所遭遇敌机轰炸时，为追
逐爱情来到延安的唐素素，虽然平时有些幼
稚，却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
保护孩子；在丑子冈遭遇敌人围捕时，自己
还是个孩子的保育员囡囡，勇敢地向敌人开
枪，引开了对方却再也没能睁开双眼；在争
渡黄河时，视孩子为生命的罗爷爷，为保护
孩子们负伤而后牺牲……

一桩桩温暖的小事，一次次痛苦的离
别，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战争缝隙里
的甘与苦、悲与欢，构成了《啊摇篮》时而温柔
时而悲情的底色。而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
绪的不断切换中，“整风运动”“敌机轰炸”“特
务偷袭”“刘华北之死”“更名洛杉矶托儿所”

“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这些来自真实
历史事件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也
在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先行者的奋斗故事

里一一浮现。
若不是《啊摇篮》对这些场景进行的“复

原”，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往事呢——
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在中央托儿

所遭到了暗杀，去世的时候只有6岁；从延
安到西柏坡到落脚北京，从最初的7个孩子
到后来告别延安时的96个孩子，众多红色
后代在中央托儿所度过童年，那其中，还有
一些人们熟悉的名字：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1947年，国民党轰炸
延安，中央托儿所随第一批中直机关撤退，
在撤退途中，300多人、100多辆马车的队伍
遭到敌人猛烈袭击，幸运的是，最终这些孩

子无一伤亡跟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
不只是故事的架构遵循历史，《啊摇篮》

中的大部分角色都在现实中确有其人，除了
丑子冈、沈元晖、曹和静三个托儿所的元老
级人物，周桂枝、寇英娥、任宝珍等保育员和
托儿所里的一些孩子都是真实存在的，且沿
用了真实姓名。

真人、真事、真历史，在看似有限的发挥
空间里，《啊摇篮》对于人物的刻画却异常细
腻，从人物的性格，从人物的情感——

龙槐生、葛六斤、傅连暲……虽是绿叶，
剧中却不乏这些有血有肉、性格迥异的男性
形象。就如陕北汉子龙槐生，初见时候憨厚

朴实、头脑简单，但也心地善良，从不情愿到
心甘情愿，这个托儿所的“编外人员”为托儿
所做了很多事。在与保育员的交集中，他也
一点点地改变，从不着调的“混混”成为满怀
热忱英勇牺牲的战士，他的内心发生了质的
改变。

剧中的女性角色都富有鲜明的个人色
彩，泼辣的丑子冈，也有片刻对丈夫的柔情
蜜意；内敛的沈元晖，也会在工作期间没有
人听从指挥时大发雷霆；任性的唐素素，这
个根据多个人物原型而虚构的原创人物，在
十年间不断成长，她理解了何为使命，也理
解了爱人的信仰；质朴的农妇马五婶，偶尔
霸气彪悍、偶尔呆萌可爱，为救赎自己的过
错，留在托儿所多年一直无偿奉献……

她们的人设并不完美，她们会胆怯、会
嫉妒、会不知所措，也会烦恼自己的事业、爱
情、家庭，《啊摇篮》并没有以仰视英雄的角
度，来刻意凸显她们的伟大，而是以微小的
细节，着力挖掘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蜕
变，以此展现她们人性中的真、善、美。

而她们彼此之间的革命友谊，她们与孩
子之间胜过亲人的特殊情感，她们的爱情、
亲情，剧中这些情感的刻画，也都在为角色
本身服务，让她们更具人情味道。

与每一集的剧情相对应，《啊摇篮》每一
集的片尾都加入了一些角色的原型人物接
受采访的片段，或是曾经在那工作过的保育
员，或是在那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白
发苍苍，那一段段对当年经历的追忆，为这
部剧增添了一份历史的真实感、厚重感。

若不是这些亲历者的口述，人们怎会知
道，剧中那些闪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原是
曾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争渡黄河九死一生，
马背上的摇篮在山间摇摇晃晃，都是血肉之
躯，他们的身影却是那样高大，为信仰而战
的他们，一生平凡，却是真正的英雄。

出彩的角色、扎实的细节决定了一部剧
的成败，因此，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才如此打动
人心，才能让人们感知到：他们面对每一个孩
子的怜惜与疼爱，面对战友牺牲后内心的痛
苦与挣扎，和不曾有过一丝动摇的付出无悔。

脉络清晰、细节扎实、情感细腻，《啊摇
篮》虽然没有恢宏的叙事，却通过战争背景
下对延安保育员群体的描绘，再现旧时延安
的风土人情、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一
群女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穿越历史的尘烟，《啊摇篮》虽然总会让
人想起战争的残酷，但孩童们的天真、"丑子
冈们"永远坚定的眼神，却会让人们在心中
燃起希望的火种，这是，那些用鲜血和生命
守护红色后代的人们，写下的关于爱的“红
色童话”。

惊悉袁隆平院士逝世，不胜哀伤，特填《定风
波》词一首，以表敬仰之情，哀悼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