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作以苏州河畔老工业园区新世纪
初的改革转型、发展变化为依托，描述了
党和政府的建设发展方略， 领导干部、共
产党员的奋斗拼搏，工人群众、农民工的
命运转折，中外企业家的行为轨迹，从宏
观的社会视角，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风貌。

两年来，我先后读了三稿，给我鲜明
的感受是，作家如同登山，一步一步坚实
艰辛地攀登着，也愈来愈向高峰靠近。

首先， 作品的重点更为明晰和突出。

这部戏的重点写什么？我觉得虽然是以火
柴厂的停产、转型为切入点，也写了下岗
工人的安置，但重点是城市建设。 剧作紧
紧抓住城市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结构
剧情，塑造人物，通过老工业园区的成功
转型和苏州河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小
见大，折射出上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果
断进行“壮士断腕”式的产业结构大调整，

从而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艰辛历程
和辉煌成就。

这部戏是根据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

从纪实到虚构，从叙事文学转化成舞台艺
术，要求加强戏剧性。从哪里加强？一个是
从情节上找，一个是从人物上找，要写好
典型人物。

这部戏重点写了区委书记、开发办主
任、“末代厂长” 三个不同层级的党员干
部， 表现了他们在刻骨铭心的转型阵痛
中，勇于创新、心系群众、知难而进、清正
廉明的舞台艺术形象。区委书记陆新申在
剧中的戏份进一步强化，作者为此专门加
写了一场戏。整个戏多侧面地表现了区委
书记贯彻转型发展方略的坚定、识才爱才
的慧眼、力挽狂澜的深谋远虑。 特别是他
念兹在兹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台词，

结合剧情演进反复出现，显示了共产党人
的民生情怀和责任担当。

剧中“末代厂长”是众多传统国有企
业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个人物很接地
气，他同工人兄弟在下岗分流的困境中不
离不弃、相濡以沫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

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以一个基层干
部坚强的党性， 坚守在这个受苦受气的
“末代厂长”岗位上，千方百计为职工群众
排难解忧。

男主角郭玉成则完全不同于以往我
们所熟悉的企业家大刀阔斧、风风火火的
勇于改革形象。 他是“一介书生”，没有经
济管理和开发建设的实操经验，且“一根
筋”，似乎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性。突

然组织上把老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千斤
重担压在他身上，“临危受命”这样一个设
定， 为戏剧冲突的展开和人物的发展，留
下了空间。剧中也写了郭玉成面对艰巨任
务和种种困难时的犹豫彷徨、甚至意欲退
却，但最终在磨练中成长起来，出色地完
成了老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光荣任务，使
人物形象更加接地气，有温度，更加真实
可信。

再者，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新
一版的剧作把剧中人物的塑造同挖掘和
传承苏州河的百年工业文明结合起来，注
重揭示人物同苏州河的情感联系。

剧中未出场的郭玉成的母亲具有象
征意义，她是坐着小船出嫁到上海来的，

并且一直在苏州河边工厂里做工， 是地
地道道的苏州河的女儿。 她把悉心保存
的儿子幼时的襁褓———一条民族品牌章
华牌小绒毯， 留给奋力投身苏州河两岸
改革建设的儿子， 有着传承历史文脉的
意蕴， 这应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
鸣。 区委书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奋斗动力， 则是来自于解放上海时英勇
牺牲在苏州河畔的革命先烈的遗言。 其
他诸如民营企业家“小木匠”、爱岗敬业
的“末代厂长”、爱厂如家的老工人、知恩
图报的农民工子女、 职场精英财务总监
等等，他们的生活、工作、创业、成长经历
各不相同， 但都和苏州河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打造一部力作， 不可能一蹴而就，可
以一边演一边改，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
不行就两年， 三年打造出一部精品力作，

就是了不起的了。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党组副书
记、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传承百年工业文明 讲述城市转型故事
庆祝建党 100周年，上海普陀推出大型原创话剧《苏州河的儿女们》

立时代潮头 抒公仆情怀
王蕴明

话剧《苏州河的儿女们》这样一部作
品被列为普陀区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我觉得是担当得起的，从舞台
艺术的角度，也是当之无愧的。

从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上
海工人创作、或者说业余作者文艺创作的
好传统，还在延伸。当然，现在传统意义上
的工人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海
工人题材的作品，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跟
时代贴得很近，大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
品。 从《苏州河的儿女们》这部作品中，我
们看到了“贴近时代”这样一种好的传统
还在延伸。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是本世纪
初上海的改革和经济转型，这样的题材和
角度，是我们专业剧团很少触及的，或者
说还没有看到很成型的作品。这部作品写
了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大规模进行旧
城改造这样涉及千万人生活乃至命运变

迁的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一个故事，这样紧
扣时代脉搏的题材非常值得珍惜。

这部作品是根据嵇启春同名长篇纪
实文学改编的。 从纪实文学向话剧的转
换，从个人的体验和人生感悟向艺术典型
的升华，需要非常高超的专业技术。 因为
个人体验和认知有时会掺杂着个体的情
感因素、甚至个人的恩怨。 一旦通过艺术
加工转化为一种历史现象和艺术典型时，

就需要把这些局限于个体的东西过滤掉。

这部作品在改编过程中在这方面做了很
大努力。 2019年观看首演时，我就觉得这

部作品基础很好，曾经评述其是“有生活、

有情感、 有角度”，“是一部久违的用心之
作”。这次为庆祝建党百年演出，在广泛听
取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打磨，又有了
明显的提升。

我觉得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
们今天写这样一个作品，是为了什么？ 那
一次的转型， 是不是就永久解决问题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转型还在路上，过去
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有些可能已经成为今
天要解决的问题， 是今天需要面对的转
型。 因此，我们今天写的上海母亲河的儿

女，就是一次一次对自我的否定、超越，怀
抱理想，持续奋进。 我们要在这个意蕴上
思考这个作品的意义，而不是回过头去仅
仅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这个现在已经不
需要证明了。我们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
历程，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 “小康”这个词的源头来自于西周，周
天子时代就提出要建立小康社会，到今天
三千多年了。 今天，中国共产党把这个目
标实现了。现在，不仅温饱问题解决了，教
育、生态环境，都得到高度重视。这是多么
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啊！是多么了不起的

一个伟大成就啊！ 所以，要站在百年的节
点上再次进行回望、进行思考，不仅要看
到转型的过程，而且要看到今天面对它的
意义，特别是如何面对未来一定会出现的
各种新的困难和挑战。 这样，作品的思想
张力和情节张力，会一下子被放大。

这部戏终场前， 剧中区委书记说：

“转型发展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前面还有
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不怕！只要
上下一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这种意蕴。 我非常肯定这部
作品的主创团队在这方面已经做出的努
力，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挖掘和提升。

如果这样， 这部作品可能就不是一个年
代剧、断代剧，而可能是一个历史画卷，

就可以长期演下去。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剧作家）

站在百年节点上回望和思考
罗怀臻

“百年工业文明，履痕处处；十里濒水长廊，芳
草萋萋。 ”今天，我们徜徉在上海市普陀区风景如
画的苏州河两岸，遥想这里曾经工厂云集，有一条
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强大工业
带；但可能想不到，仅仅十多年前，这里曾经历过
一场刻骨铭心的经济转型阵痛。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大型原创话剧
《苏州河的儿女们》， 是普陀区庆祝建党 100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 剧作主创团队通过艺术地再现普
陀老工业园区转型历程，努力打造一部讴歌党、讴
歌改革，传承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弘扬上海城市
精神和普陀人精神的精品力作， 迎接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

《苏州河的儿女们》艺术地再现了普陀干部群众
在党的领导下，勇于改革创新，团结奋斗拼搏，成功
实现老工业园区转型发展和苏州河两岸翻天覆地
变化的生动实践。该剧于 2019 年 11 ?首演，被列入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为庆祝建党百年，中共
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
局组织力量进一步修改打磨剧本，抓好舞台呈现二
次创作，努力将其打造成一部讴歌党、讴歌改革，传
承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弘扬上海城市精神和普陀
人精神的精品力作。

该剧根据嵇启春同名长篇纪实文学改编，由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国家一级导演雷国华执导。在剧本的修
改和完善过程中，市、区有关部门两次组织京沪等地
专家座谈研讨，为剧本的打磨提升把脉会诊。

本世纪初，苏州河畔的沪西区，大批传统国有企
业关停并转，面临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 位于城区核
心地带的凤凰火柴厂，根据上级指示，筹办“砸牌”停
产仪式，引起工人不满。而就在此时，苏州河畔的化工

厂氯气泄露，危及居民生命安全；厂里“希望小学”违
规办学被要求关闭，众多农民工子女面临失学。 沪西
区政府研究室主任郭玉成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开发办
主任和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区委书记陆新申等各级领
导支持下，郭玉成带领团队，克服资金缺乏、奸商利诱
以及国际金融风暴的重重挑战，完成凤凰火柴厂等一
百多家工厂企业的土地收储，同时全力推进产业升级
和功能再造，为将沪西区建设成为生态优美、总部集
聚、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城区而努力拼搏。

剧作通过老工业园区转型历程和苏州河两岸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以丰满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艺术表
现，彰显了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的时代风貌。

新一版的剧作，在塑造区委书记陆新申、开发办
主任郭玉成、“末代厂长”成贵宝等不同岗位上的党员
干部舞台艺术形象上下功夫，以生动的剧情和生活化
的细节，揭示了改革转型时期共产党人的民生情怀和
责任担当。

大型原创话剧《苏州河的儿女们》，

以上海老工业园区转型为背景，以凤凰
火柴厂“砸牌”停产为切入点 ，通过化
工厂氯气泄露、“希望小学”关闭、工厂
搬迁、居民动迁、职工安置、资金短缺、

遭遇诈骗和国际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矛
盾冲突，生动再现了苏州河畔一个传统
老工业园区， 转型升级为一个生态优
美 、总部集聚、人文丰饶 、配套完善的
生态商务区的巨大变化，成功塑造了以
陆新申、郭玉成、成贵宝为代表的一批
共产党人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
时代感。

话剧中，沪西区政府研究室主任郭
玉成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他面临的最
大困境是：没有经济工作和开发建设的
实际经验，并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作
为剧中的“男一号”，剧作多侧面地刻画
了郭玉成从“一介书生”到国企掌门人
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 他既有投身改
革、自身转型的强烈愿望，又有重担在
肩、能否胜任的种种疑虑；既有面对情

绪过激工人的镇静果敢，又有遭受误解
时的委屈摇摆；既有干一番事业的梦想
追逐，又有面对诱惑的底线坚守……这
样一个“书生型”的改革者、企业家，是
以往舞台上不多见的艺术形象。 而当计
划经济时代全国最大的火柴厂“凤凰火
柴厂”即将消失时，“末代厂长”成贵宝
所面临的不仅有“受苦受气”、左支右绌
的现实困惑，还有“阵地”失守、无力回
天的内心茫然。 从一千多人的“执牛耳”

大厂厂长， 到领着三个职工加工火柴，

更是体现了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对工人
群众的一诺千金和一往深情。 历史的车
轮滚滚而过，给生活带来希望，也带来
失落、无奈、彷徨、犹疑、纠结，以及风雨
同舟、砥砺同行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改

革， 是在广大改革亲历者不断转变观
念、不断创新过程中进行的，人民群众
的智慧在改革中发挥到了极致。 全剧充
满了现实的痛感和生活的质感。 西方所
称的“中国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取得的，离不开千千万万在改
革发展第一线冲锋陷阵、奋勇向前的党
员干部。 也唯其艰难、艰辛、困难重重、

荆棘遍地，才能彰显改革者一往无前的
精神，彰显共产党人的本色和人民向往
美好生活的意愿。

作为一部舞台剧，如何在规定的时
间和空间里，呈现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
意义，是对剧作家的一大考验。 在人物
设置上， 凤凰火柴厂老工人耿师傅、农
民工子女玲玲、民营企业家“小木匠”，

乃至“老同学”王忠民、九联集团董事局
主席秦晖等等，无疑拓展了剧作的代表
性和生活面； 而剧作的开篇和终结，不
仅体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呼应，更有着开
创新时代的深刻寓意在里面。 剧中层层
推进的场景，环环紧扣的情节，不断升
级的矛盾冲突， 日常生活化的对白等
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舞台经验。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
大时代， 需要有反映大时代的文学艺
术， 而作家艺术家只有深入到人民中
去，深入到改革深处，才能把社会的希
望、失望、挣扎、阵痛、坚韧、奋进真实地
表现出来。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从计划
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如
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参与到这场改革中

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工人和农民、上层
和底层，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挣扎
和阵痛？ 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可
能已经恍如隔世、非常陌生了。 年轻的
一代，享用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丰硕
成果，享受着优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

发达的通讯，却不完全了解我们曾经一
步步走过的艰难改革历程，也不完全理
解为什么“中国改革”被称之为“人类发
展史上伟大的历史事件”。 而话剧《苏州
河的儿女们》， 通过沪西一个老工业园
区转型发展和苏州河两岸的改造，对这
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艰难的历史进程，

以小见大， 做了生动的描述和回顾，再
现了它的波澜壮阔和风云变幻。 苏州河
两岸的新生和崛起，虽是发生在上海改
革开放进程中的局部性事件，但它所折
射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宏大的历史
交响曲，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拼搏的伟大梦想！

（作者为安徽散文随笔学会会长、

安徽省作协原副主席）

现实语境 未来畅想
潘小平

普陀区在全区组织开展 “永
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群众文化主题展演展示
活动， 表达全区人民对党的忠诚
和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全力营造
庆祝建党百年喜庆热烈氛围。

（一）“百年征程照初心”普陀
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歌咏大赛及展演

普陀区自 2021 年 2 ?下旬正
式启动、组织开展面向全区市民群
众的歌咏大赛。活动由大赛和展演
两部分组成。 大赛展演将通过朗
诵、合唱、情景表演、方阵合唱、全
场齐唱等形式，形成千人合唱宏大
场面，展现新时代普陀儿女接续奋
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的精神风貌。

（二 ）红色报告文学集 《星火
沪西》

红色报告文学集《星火沪西》，

是一本以反映沪西工人运动为主
要内容的纪实文学集，是《苏河红
色印迹系列丛书》之一。 该书的创
作出版自 2020 年 5 ?启动， 全书
共约 20 万字，采取向 20 位知名作
家定向约稿的形式，数量为 20 篇，

拟于 6 ?中下旬正式出版。

（三 ）翰墨颂辉煌———普陀
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美术书法
作品展

普陀区文旅局协同普陀区文
联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艺
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创作和征集
100 件（美术、书法各 50 件 ）作品
作为参展作品。 内容聚焦现实题
材，以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主题，

重点围绕党史的历次重大时间节
点以及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重
要人物开展艺术创作。以美术书法
作品为载体， 倡导以艺术之力，传
递心声，鼓舞士气，弘扬正能量。

（四）大型原创话剧《苏州河的
儿女们》

话剧《苏州河的儿女们》被列为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普陀区
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同时也被列为普陀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剧作主创团队
通过艺术地还原真实历史事件，努
力打造一部讴歌党、讴歌改革，传承
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 弘扬上海城
市精神和普陀人精神的精品力作，

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五）“赤色沪西”新媒体互动
体验项目

普陀区文旅局会同春秋旅行
社策划推出两条红色旅游线路 ，

“沪西工人运动沉浸式体验线路”

和 “致敬劳模苏州河主题徒步线
路”，并组织开展“建党百年 百人
游普陀”主题活动，邀请 100 名媒
体记者、 市民群众代表实地体验、

探营打卡。 同时，依托沪西工人半
日学校史料陈列馆、顾正红纪念馆
等红色场馆资源，以苏州河两岸近
现代工业文明及沪西工人运动发
展为背景，制作新媒体产品进行宣
传推广。

“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
普陀区群众文化
主题展演展示活动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6 ? 2 日 星期三4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