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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王斯汀《望星河》编剧、导演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一部
讲述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传奇故事的话剧《望
星河》，连续在北京、天津、南京三地演出后，好
评如潮。《望星河》的创作背景是什么？舞台上
又是如何通过精彩的故事触动观众的心弦？又
是如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王贞仪形象？近日，
《望星河》的导演兼编剧王斯汀以及王贞仪的扮
演者明家歆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专
访，解密舞台背后的故事——

创作缘起：希望王贞仪走进更多人视野

创作话剧《望星河》的灵感源自我小时候读
到的一本书——《清代女科学家》。书中记载了
许多清代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她们在各个领域
都有杰出贡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最后一
页的表格，列出了每位科学家在不同领域的成
就和特长。王贞仪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因为她几乎在很多领域都有出色表现，精通
诗词歌赋、天文历算、骑射，堪称全才。

年幼时，我将王贞仪视作偶像，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发现了解她的人寥寥无几。进入中
戏导演系后，我希望毕业时能创作一部原创作
品，于是选择这个题材，让更多人了解这位传奇
女性。因此，我将这个创作视为我大学期间的
总结，并与同班同学鲁奕敏联合编剧。

《望星河》取材自清代女天文学家王贞仪的
传奇人生，讲述了她从吉林荒原到江南水乡的
成长历程，以及她从一个懵懂孩童到江宁女史
的蜕变。

最初，我撰写这个题材时，很多人对此并不
看好，认为它过于文艺，且主人公是鲜为人知的
女科学家。然而，话剧《望星河》推出后，意外地
受到年轻观众的喜欢，甚至有观众从北京追到
天津观看。不少观众在看完剧后纷纷留言，表
达他们的感受。

有观众写道：“在这部剧里看到一个女子可
以如此坚韧、聪慧、温柔，只觉得她如果生在现
在这个年代那该多好！”

“我想这部剧的意义之一也在于此，前人如
斯，要向前看、向前进。”

……
能够得到如此多观众的认可，超出了我的

预期，我真的很感谢观众能够对这部话剧产生
共鸣。这正是我的初衷：希望将这位曾被遗忘
的传奇女性的故事搬上舞台，让王贞仪的坚毅
精神感染更多人。

舞台构思：德风亭系王贞仪精神之所

在创作话剧《望星河》的过程中，我常常思
考：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清代的
王贞仪仰望星空时在想什么？我并不知道。要
以话剧形式讲好王贞仪的传奇人生，去呈现她
的精神世界，极具挑战性。

在创作过程中，我既有困惑也有快乐。这
部戏不同于传统话剧，场地跨度很大，因此我不
想采用写实的舞美呈现。最终，我想到王贞仪
人生中一个关键的符号——德风亭。她的爷爷
在德风亭里教导她天文知识，开启了她的天文
之路。而她众多研究成果中，流传至今的只有
以德风亭命名的著作，因此，德风亭对王贞仪意
义重大。所以，我决定在舞台中央构建一座德
风亭，展现出中式古典亭台楼阁的风格。这不
仅是她的精神空间，也是她仰望星空、砥砺前行
的地方。

在舞台构思时，我始终想着要提炼出戏中
的核心，并强调整体意境。因此在光影设计上，
我运用了激光和影像，希望在舞台上呈现出浩
瀚的星河。而在服饰方面，我选择了哑光真丝
绡作为主材料。舞美上，德风亭作为主要意象，
简洁而不单调，让舞台充满诗意。

在这部戏中，最打动我的是王贞仪在科学
研究和宇宙思索中的那段独白。她谈到自己与
宇宙的关系：“我们漫长的一生，只在宇宙的须
臾之间，可是头顶的这片星空，却存在了亿万斯
年。”她在研究中发现月食、破解月食奥秘的执
着精神，都是我希望通过舞台语言去表达的。

我设想了她在发着烧的情况下，仍然奋笔疾书、
反复斟酌观点的画面，去呈现她对科学的热忱
与执着。

在剧情结尾处，王贞仪不幸早逝后，丈夫詹
枚四处奔走，努力出版亡妻的著作，通过旁白和
一些意象性的画面，我希望能够展现她跌宕起
伏的人生命运，也体现她的精神如星河般璀璨。

真诚期许：无论何种时代，女性都应
勇敢追梦

在《望星河》中，除了王贞仪之外，还有许多
女性角色出现。其中有英姿飒爽的蒙古将军夫
人阿嘎丽，她武艺高强，更有着广阔的胸怀和侠
义的风骨。她鼓励王贞仪不要屈于陈腐，要自
由徜徉于天地之间。另外还有在数学上天资聪
慧的儿时好友陈宛玉，尽管受封建礼教的束缚，
但她对数学的热爱从未减退。她与王贞仪相互
切磋，共同进步。虽然她们身份不同，性格各
异，但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面对
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偏见，她们毫不退缩，勇敢
地展现出女性的力量。

在我看来，话剧《望星河》不仅仅是在讲述
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更是在探讨女性在追求
知识和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王
贞仪作为一位非凡女性，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探索宇宙。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人，让我明
白，无论身处何种时代，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只要心怀梦想，勇于探索，就能在茫茫宇宙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

■ 口述：李文丽 作家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一个农村妇女的文学追梦

在甘肃省平凉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我，李
文丽，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初
中毕业后务农、嫁人，后遭家庭变故便开始了
漫长的家政工作生涯。然而，谁能想到，这样
一个平凡的我，内心深处却藏着对文学的无
限热爱与追求。

我的童年是在黄土地上奔跑、在麦田里
捉迷藏度过的时光。每到槐花飘香的午后，
我总喜欢听老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那些故
事，如同一颗颗种子，深深埋进了我的心田，
等待着有一天能够发芽、开花。

我的哥哥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姐姐也是高中生，我从小跟着他们读了很多
书。在书的海洋里，我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
了时间。那时，我并不懂什么是文学，只觉得
书中的故事太有意思，主人翁太了不起。文
学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一滴甘甜的雨露，让
我心中的种子得以生长。

然而，生活的变故让我不得不面对现
实。因为一场车祸，我的丈夫截掉了半条腿，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学，养家的重任落在
了我的肩上。由于没有技术，我只能干些辛
苦活儿。2016 年，我在银川做育儿嫂，偶然
间看到一篇文章《我是范雨素》。其中写道：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
订得极为拙劣。”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她说
出了我心里的话，写出了我的命运。她的故
事像一道光照进了我的人生，埋下了我写作
的种子，内心萌生了去北京、寻找志同道合的
同伴的想法。

2017 年时，在县妇联的介绍下，我来到
北京一家家政公司，负责照顾雇主家的孩
子。后来，我辗转了解到了皮村文学小组，
并从2018年起，每周六往返4个小时前去参
加学习。

在日常的细缝中书写不平凡

我没有高深的学问，但我有一双发现生
活之美的眼睛，有一颗感受生活之痛的心。
在繁忙的家政工作中，我看到了生活中的艰
辛与不易，也看到了人们在逆境中的坚韧与
乐观。这些，都成为我写作的源泉。我用笔
记录下这些点点滴滴，它们或许杂乱无章，但
却是我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是我对生活的感
恩和感动。

我热爱写作和绘画，它们是我情感的宣
泄口，是我在情绪低落时的治愈良药。每当
夜深人静，当一天的忙碌终于画上句号，我便
坐在那盏昏黄的灯光下，拿起笔，让心中的思
绪流淌于纸上。那些文字，或许不够华丽，或
许不够深邃，但它们却是我最真挚的表达。

随着不断地坚持与投入，我的文章和插
画开始在《新工人文学》、微信公众号“皮村工
友”以及“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上发表。记得

有一次，我在《新工人文学》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母
亲》的文章。这篇文章记录
了我母亲一生的艰辛与伟
大。她年轻时的美丽、在家
庭中的勤劳以及面对困难
时的坚强，都让我深受感
动。我将这些记忆转化为
文字，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了解一个农村妇女的不平
凡生活。文章发表后，许多
读者与我联系，分享了他们
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这是我
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

同时，我的插画作品被
收录在皮村工友集体出版
的 文 集《劳 动 者 的 星 辰》
中。那些插画，是我在繁忙
工作之余，用画笔记录下的
打工生活的点滴。它们或
许简单，却真实地反映了我
们 这 些 劳 动 者 的 日 常 生
活。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被
印制成书，被他人传阅，我
感到无比自豪，也更加坚定
了我在文学和艺术道路上
继续前行的决心。

后来，我参加了“鸿雁之
家”组织的“30 天书写营”。
在那30天里，我每天都坚持
写作，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
感。那些文字，有的是关于
我在深圳打工的日子，有的
是关于我对家乡的思念，还
有的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对
未来的憧憬。通过那次书写
营，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写
作技巧，更重要的是我学会
了如何观察生活、思考问题。

我还曾在一次家政工作中，利用空闲时
间写下了一篇关于家政女工生活的文章。这
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我们这些家政女工在城市
中的艰辛生活，以及我们如何在照顾他人的
同时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文章
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共鸣，甚至有
家政公司的负责人联系我，希望我能分享更
多这样的故事，以提高社会对家政女工群体
的理解和尊重。

这些都是我与文学相伴的见证。它们不
仅记录了我的生活，也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带
给我的力量和勇气。文学赋予了我力量，文
学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在北京，如果没有文学小组，没有“鸿雁
之家”和那些一路帮助扶持我的老师朋友
们，我的人生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我
在皮村文学小组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探讨文学，在“鸿雁之家”一起分享生活
的酸甜苦辣。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找
到了家的感觉。我们一起写作，一起画画，
一起用文学去温暖彼此的心房。在文学小
组慧瑜老师、小付老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
我集纳了一本名为《梦雨的世界》的作品集，
分为“我”“她”“诗歌”“画”四辑，收录了散
文、诗歌、随笔、非虚构文学等共计 20 多万
字，也有 400 余幅或写意或写实的绘画，非
常厚，一只手都拿不动。

可惜，今年8月，由于家事的原因，我不
得不离开工作了8年的北京，心中充满了对
未来的迷茫。我的文学梦不知道还能否继
续。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曾告诉我，文学之
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曾在挫折中迷
茫，在失败中痛苦，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
加坚定了对文学的热爱。我相信，只要有文
学相伴，再艰难的道路也能走下去，再黑暗的
夜也能迎来黎明。

如今，我依然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用
我的笔，用我的心，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故
事。我不求名和利，只求能在文学的世界里
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找到那份最纯粹的
快乐。

这就是我，一个家政女工，一个文学爱好
者，一个在平凡生活中寻找不平凡的灵魂。
我知道，我的文学之路还很漫长，但我会一直
走下去，因为我相信，文学是我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是我的灵魂所安放的地方。

话剧《望星河》创作谈：

明家歆饰演的王贞仪明家歆饰演的王贞仪

■ 口述：明家歆《望星河》王贞仪扮演者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角色认知：从文集中捕捉王贞仪的
思想和情感

当我最初拿到要出演这个角色的任务时，内
心既兴奋又忐忑。王贞仪是一位天文学家兼女科
学家，这与我日常的生活经历有着天壤之别。为
了能够深入理解并诠释好这个角色，我一头扎进
了资料的海洋，查阅了大量相关内容。然而，她留
存于世的资料并不丰富，这让我的准备工作困难
重重。于是，我四处寻觅，努力寻找她现存的文
集，比如《德风亭初集》，仔细研读其中的诗作和文
章。我不仅关注剧本里重要的片段，还有与她相
关的人物如陈婉玉的内容，试图从字里行间捕捉
到她的思想和情感，以丰富对她的理解和印象。

在最初排练的那段日子里，我身上还肩负着
其他戏的排练任务。白天的排练结束时，通常已
经是晚上九点左右。随后，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回
学校，大概晚上十点、十一点又开始投入这部戏
的排练，常常一直排到凌晨三四点。当排练终于
结束，走出排练室，刚好能看见星星在夜空中闪
烁。为了更贴近王贞仪这个角色，真切地感受她
的内心世界，我开始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感觉。

我在手表上下了一个星空的App，认真去分
辨夜晚的星星，了解哪颗是哪颗，有没有星座，
观察月亮等。为了方便排练，我还在学校旁边
租了一间房，每次排练结束后，我都会在回出租
屋的路上抬头仰望星空，还得出了一些有趣的

“结论”，比如天边泛红的是火星，从月亮往南往
北看，比较亮的分别是水星、金星等。如今，抬
头看时，我依然能凭借记忆辨认出一些星星，这
真是一段奇妙而难忘的经历。

我对宇宙和星空这类浩瀚的景观充满幻想
并为之着迷。在与导演王斯汀交流时，我惊喜
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和角色有着许多共通点，
这无疑为我更好地塑造角色、将剧本中的她生
动鲜活地呈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演风格：从情感上表达人物个性

在演绎这个角色时，王斯汀作为导演，给了
我非常独特而清晰的架构方向和编剧思路。作
为演员，我不仅要竭尽全力呈现导演所期望呈
现的精彩内容，还要表达出这部戏所蕴含的核
心精神——对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用心揣摩和精心塑造角色时，我理解的
王贞仪，是一个怀揣崇高理想且能默默忍受孤
独的非凡女性。她独立且勇敢，犹如一颗在黑
暗中独自闪耀的星辰。而表演中让我感到最为
棘手的是要展现她的天才特质。“天才”这个词
实在是太过笼统、概念化，究竟要如何巧妙地展
现一个天才呢？我想，对于小孩而言，可能更容
易通过他们的纯真和灵动来展现天才的部分。
而我饰演的角色在十几岁时就是个充满智慧的
小姑娘，但我已经20多岁，从外形上就需要巧妙
地进入一种假定性，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运
用了很多假定性元素。因此，我们转换思维，不
是单纯地想象她是天才，而是深入思考当世人
评价她是天才时，她的一举一动应该是怎样独
特的模样？并从这独特的视角做了大量细致的
功课，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形体表达。

在排演过程中，我们对人物基调进行了精
心调整，将她塑造成一个富有侠气、直来直去、
性格更加刚强的女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
们在声台形表的每一个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
表演指导张艳秋老师，她给予了我专业而细致

的指导，让我在表演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
路。还有与我演对手戏的演员老师们，他们的
精彩演绎和默契配合，激发了我更多的表演灵
感。以及组里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毫无保留
地给予了我关心、支持和帮助，让我在排练的过
程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角色收获：演艺生涯的重要跨越

在这部剧中，每一场戏都在我心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记。这是我演艺生涯中第一个话剧女
主角，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其中最让我感触至深是的王贞仪的一句台
词：“贞仪复读家藏诸历学善本十余种，潜心研
究十余年不倦，自问多年苦学并不逊色男子，又
何必为他人红袖添香？”深刻地体现了她对自己
清晰而坚定的自我认知。

在最后一场烧书的戏中，她将毕生视为珍
宝的重要手稿和书籍付之一炬，这看似潇洒的
举动背后，隐藏着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导演设
计的调度和舞美的配合，使我在表演时感受到
更强烈的情感冲击。飞散的手稿书页和碎裂的
亭子，都象征着王贞仪精神世界的坍塌。我站
在舞台前区缄默无言，内心的破碎却震耳欲
聋。众人散去，舞台上独留我一人，那是注定的
孤独，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帮助承受的重量。
而她依然坚定向前，因为她的内心汇聚了坚毅、
勇敢、善良的女性力量。

全剧的高潮部分，我需要展现出王贞仪对
天文现象的痴迷与专业。四个星君用他们的语
言点拨着我的思维，星图逐一在我面前展开，音
乐的节奏推动着我的情绪。直到我破开卷轴组
成的那道屏障，确信我拿到了真理的密钥，我冲
上了通往真理的天梯，答案在我脑海里浮现。
一个短暂的停顿，我再也无法抑制欣喜，高喊出

“我明白了——”，尽情地释放情感。
整个出演过程中，通过充满活力的奔跑和

跳动等肢体动作，我将情绪毫无保留地外放，将
角色的情感世界传递给观众。这次塑造王贞仪
角色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在基础节奏
的把握还是表演经验的积累方面，都有很大的
帮助。王贞仪的精神也激励我更加坚定地在演
艺道路上不断追求卓越。

人物简介：

王斯汀，青年导演，毕业于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要作
品：话剧《望星河》《长什么样不
重要》《背叛》、音乐话剧《不是那
个武家坡》、音乐剧《消失的证
人》等。

人物简介：
李文丽，北漂家政女

工，笔名梦雨；曾在综艺真
人秀《超级演说家》里侃侃
而谈、为家政女工发声；
2023年参演法国知名编舞
家杰罗姆·贝尔团队的舞
蹈作品《盛会》。

“北漂家政女工”李文丽今年格外忙碌。在广州，她代表皮
村文学小组参加了ind艺术书展；在澳门，她代表皮村文学小
组出席了文学节；在上海，她出现在《从她说起》520女性成长
分享会的现场。她的名字，与皮村、文学、女性成长几个关键词
紧密相连，而这些又与家政女工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李文丽
是谁？她为何会与文学结缘？以下，是她的口述——

““《《望星河望星河》，》，让王贞仪的传奇闪耀舞台让王贞仪的传奇闪耀舞台””

我与文学漫谈·

与王贞仪一起逐梦星河与王贞仪一起逐梦星河

人物简介：

明家歆，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俄罗斯国立舞台艺术
学院硕士。主要作品有《在远
方》《三姐妹》《喜相逢》等。

““感受她的内心世界感受她的内心世界，，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感觉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感觉””

李文丽画作李文丽画作《《是梦是梦》》

独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