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三轮车麻溜地穿行在曲里八
拐的街巷，胡辣汤、锅盔、裤带面、腊牛
肉夹馍“扑面袭来”，热腾腾的气息隔着
屏幕传来……去年年底，电视剧《装台》

在央视和芒果 TV播出， 不仅收视率和
口碑领跑同期国产剧，更将此前鲜少有
人关注的装台人的生活带到了聚光灯
下。

此次参与 2021年上海市群文新人
新作展评展演的群舞《装台》亦将目光落
到这一群体身上。不过，与电视剧主要讲
述小人物的摸爬滚打不同， 该群舞则聚
焦于一群为建党百年演出搭建舞台的幕
后装台人员，他们搬举扛抬、爬上爬下，

挥汗如雨地装台，只为呈现完美的演出。

这也是群文工作的缩影， 他们身处台下
默默付出， 却是成就台上艺术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舞蹈纳入街舞元素，以新颖的
方式刻画人物， 巧妙地运用舞台手法将
“台后”与“台前”的人物相呼应。 角色再
小，也有独属自己的一方舞台；分工虽不
同， 但都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作为
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的作品，群舞《装
台》 以群文人的视角展现了小人物的大
情怀， 表现了台前幕后的群文工作者对
党、对祖国的热爱。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群文创作也不
例外。群舞《装台》的创作团队大多有着
丰富的群文工作经历。以编导顾风庆为
例，作为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群文工作
者，他长期扎根基层，深入生活、立足本
土，创作了一批反映传统文化与市井生
活的舞蹈作品，如《小笼师傅》《老陆和
他的孩子们》《爷爷的浑堂》《高考》《大
饼油条豆腐浆》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上海的城市精神，表现了普通百姓的时
代风采，在上海群众舞蹈创作中呈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树一帜的个人风
格。 其中，部分作品曾获文化部“群星
奖”金奖、华东专业舞蹈比赛创作金奖

等奖项。业内人士评价，他的作品
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 有人情
味， 对于观众感受上海的地域文
化有积极意义。

顾风庆从事群文工作 20 余
年， 从 16岁开始就在文工团，既
是搬运工，又参与布置舞台，还是
表演者， 舞台台前幕后的情景已
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然而，在
舞蹈作品中反映群文工作者的状
态还是第一次。顾风庆坦言，创作
该作品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用舞蹈
语汇表现这一全新题材， 因为舞
蹈的属性是善于抒情但不善于叙
事。最终，群舞《装台》将流行舞与
现当代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并
尝试采用电影镜头语言作为迅速
的舞台空间转换，做到视觉新颖、

独特，人物塑造鲜活，作品充满生
活气息，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据透露，从剧本讨论到最终的舞台
呈现，群舞《装台》打磨了半年多时间，

在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反复推敲。 比
如， 在展现装台工人辛勤劳动方面，最
开始设置的场景是工人完成工作后，脱
下衣服拧汗水。 “这个手法太老套了，装
台工人的工作虽辛苦，但大家是很享受
的，并愿意为之投入热情和精力，后来
我们就让演员踩着时尚的舞步完成装
台的每一道工序， 感觉马上不一样了，

整个基调都变得轻松欢快起来。 ”顾风
庆说， 每年参加新人新作展评展演，创
作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感到异常艰难，必
须思考如何清晰地巧妙叙事，如何塑造
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如何让观众感
动。 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否决，一次
次的反复修改， 才有了现在这般模样。

令创作团队欣慰的是，群舞《装台》演出
后反响热烈，很多同行和观众说很想看
第二遍第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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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百姓身边事，于平凡中见伟大

群舞《装台》：
群文工作者写群文工作者

“建党百年之际，以此作品献给人
民的英雄。 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畏和坚
定，才有今天盛世如他们所愿。 他们诠
释了英雄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牺牲应当
被铭记，向所有坚守和奉献致敬！ ”小品
《我记得你，你就活着》的编剧刘晓耕如
是表达了创作初衷。 该作品独辟蹊径，

通过同龄的两个人穿越时空的碰撞，颂
扬当年为了伟大信念牺牲自己的党员
战士们，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刘晓耕透露，剧本的创作缘起于戍
边战士牺牲的消息登上热搜：“他们是
为我而死”，简简单单几个字，却蕴藏着
沉甸甸的力量，许多人隔着屏幕留下热
泪，发自内心感动着。 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她想创作一个红色题
材的作品，但不希望仅仅停留于口号和
说教， 而是能给人带来同样的真情实
感。 “要打动别人，先要打动自己。 ” 刘
晓耕说，为戍边战士感动是因为每一个
人都接受了恩泽， 同样没有先烈的鲜
血， 就不会有每个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为了汲取创作素材，她来到位于宝山烈
士陵园内的上海解放纪念馆参观，一件
件泛黄的文物、史料让她深深感受到战
争的惨烈与残酷。 以月浦攻坚战为例，

它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上海战
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在此战
中，近两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故事的主角就这样确定了———上
海解放战役中为了理想信念牺牲的小

战士。 刘晓耕又从同事栾岚导演的音乐
剧小品《和未来的约定》中得到灵感，把
穿越的概念搬到舞台。 于是，故事的框
架逐渐清晰：硝烟四起的战场，远处传
来炮弹和爆炸的声音。 战争一夜未停，

全连只剩下 30个人， 连长吩咐王春和
二狗抓紧时间睡会儿，随时可能再打起
来。 可是，一觉醒来，王春却穿越到了今
天的上海，并在上海解放纪念馆遇到了
做解说的大学生志愿者……

小品中有一幕， 让人感动不已：当
王春知道自己当年已经在战场上牺牲，

他依然要坚持回去， 志愿者拉住他说：

“我不想你死！ ”，王春的回答：“只要你
记得我，我就活着。 ”刘晓耕说，这句话
来自清明节期间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该
报道以先烈们口吻做着讲述。 于是小品
标题便以今天人的口吻取名 《我记得
你，你就活着》。

刘晓耕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
文学系本科、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研究生，创作过多部舞台剧、电视剧、电
影，小品曾多次获得 “华东六省一市戏
剧小品大赛”等奖项。 “其实，历史离我
们并不遥远。 ”这一次的创作给了刘晓
耕很大的感触。 她在查阅资料时发现，

当年上海解放战争遭遇的很多是碉堡
战， 而如今这些碉堡依然在城市里面，

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 有的人死了，但
是他改变和影响了每一个人，某种程度
来说，他们一直活着。

作为沪上群文创
作一年一度的“检阅”，

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上海市群众艺
术馆承办的 2021 年上

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 5? 23?在上海星舞
台落下帷幕。 16个区文旅局和市教委、市总工会、市残
联、共青团市委、上海武警总队政治部及中福会少年宫、

小荧星艺术团等 24家单位报送的 172个作品分 11场
进行了展评展演，比往年增长 20%，为历年之最。

这些原创作品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艺
术门类，“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 集中展示了一年来
上海群众文艺开展创作的成果。 它们聚焦建党百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启航新征程等重大主题，扎根生
活、讲述百姓故事，令人为之动容。 舞台上的作品题
材广泛，展现了不同时代历史长河中各个层面的“小
人物”的大情怀，为观众打开一幅幅烙印着时代元素、

上海特色的百年厚重历史画卷。

比如，群舞《装台》将目光聚焦到一群为建党百年演
出搭建舞台的幕后装台人员身上，他们搬举扛抬、爬上

爬下，挥汗如雨地装台，只为呈现完美的演出，展现了群
文人昂扬的精神面貌。男声组合《太阳从这里升起》以中
共一大会址为题材，用男声组合的演唱形式，讴歌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小品《我记得你，你
就活着》通过同龄的两个人穿越时空的碰撞，颂扬当年
为了伟大信念牺牲自己的党员战士。上海说唱《儿子》讲
述了因为战场上的约定，一位老兵替牺牲战友尽孝几十
载的动人故事。

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不仅是上海群文创
作的风向标，也被看作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群
星奖的预选赛。

本次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面向市民提供 5000张
公益免费票，并新增设了观众评价环节。 “以前台下坐的
只有专家和对手，演员就抱着比赛的心态来表演。 这次
台下坐满了观众， 拉近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
群文创作更接地气，让创作者更了解观众所思所想。 ”据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透露，2021年上海市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最终将评选出“优秀群文新作”“群文
新作”“新人奖”“优秀组织奖”四大奖项，其中“新人奖”

为时隔四年后再次推出。

“太阳，从这里升起! 一个新天地，

在黄浦江畔屹立。举起了右手，改变世
界，也改变自己，越来越长的队伍，蓬
蓬勃勃。 ”当男声组合《太阳从这里升
起》的旋律在 2021年上海市群文新人
新作展评展演的舞台上响起， 台下的
观众不禁湿润了眼眶。 这个以中共一
大会址为题材的作品， 采用男声组合
的演唱形式，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生动表达了人
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好生
活和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这首歌我酝酿了整整 20年。 ”作
曲王晓宁透露， 早在 2001年迎接建党
80周年的时候， 他就以中共一大会址
为题材创作了合唱《石库门的灯光》，至
今仍有很多合唱团队在传唱，包括外地
团队。 在完成了《石库门的灯光》后，他
便有想法再创作一首这个题材的曲目。

然而，身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创作部主
任，繁忙的工作使得他一次次拿起又放
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群文工作者，怎能缺
席创作？！ ”在领导的鼓励下，王晓宁决
定挤出时间完成创作。他多次前往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镌刻在纪念馆建
筑外墙上的三句话———中国共产党从
这里诞生， 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篇，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太阳从这里升起”这
个曲名从他的脑海中蹦出。 王晓宁说，

这个名字有着多重含义，一是代表了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 二是从地理位置上，

东海确实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本
来我们还取了个副题：献给一大会址的

歌，后来舍掉了，因为字面意思已经很
明了。 ”

名字有了， 王晓宁接下来找到了
词作家汤昭智， 正好他写了这个题材
的词尚未发表。 “我特别喜欢词里面的
‘举起了右手， 改变世界， 也改变自
己’，可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生动
写照。 ” 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
后，20 多年来王晓宁一直在群众文艺
的百花园里默默耕耘。 他喜欢写有温
度的歌：一首《塔里木的胡杨》当年感
动了一大批新疆知青和援疆干部。 小
组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唱出了在
上海打工的建设者的心声。 情景小合
唱《种子》采用藏族音乐和汉族音乐的
结合， 唱出了钟扬教授援藏 16 年，行
路 50多?公里，采集 4000 ?颗种子，

献身科研、献身教育、献身理想、可歌
可泣的“种子精神”……这些温情脉脉
的歌曲无数次打动了评委和观众的
心，让他的作品在许多人的口中传唱。

在《太阳从这里升起》的编曲上，王晓
宁采用了《国际歌》的素材。 “马列主义
传入中国，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表
现党的诞生的歌曲作品或多或少会借
鉴《国际歌》的元素。但我们没有照搬，

而是打碎了重新组合， 产生全新的旋
律，简单常见但又不落入俗套。 ”王晓
宁说，他在创作这首歌曲时，没有一味
地追求技术， 而是把它当群众歌曲来
创作，努力做到易记、易学、易唱，让大
家听得懂、唱得了。 歌曲采用 AB两段
体，在调性上做技术处理，副歌部分采
用小二度的转调， 使得结构小但歌不
小，延展艺术张力。

一位耄耋老人，在当年保家卫国的
战场上， 与同生死的战友彼此许下承
诺，若谁战死沙场，另一位就要代替自
己尽孝。 于是，挺过战场的战士回乡后
找到牺牲战友的父母，守诺做了他人 55

年的“儿子”。在他中年时，为建设家乡，

他自己的儿子却不幸牺牲在自己安排
的岗位上。 年老时，响应坟墓用地规范
化，他带头迁离儿子的墓地，却在寒风
中迷路， 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

这是上海说唱《儿子》讲述的动人
故事， 在 90后青年演员周檬奇声情并
茂的演绎下不禁让人热泪盈眶。12分钟
的表演，从初稿到最终上台演出一共进
行了 9次修改，历经 1年半时间。 周檬
奇透露，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浦东新区
真人真事，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战友
临死前承诺：“你的父母我来照顾”，并
且说到做到， 照顾了战友的父母数十
年。

“光这一个故事，我们觉得略显单
薄，于是把上海最大的人工河———大治
河的开挖往事加入进来。 ”周檬奇的外
公告诉他，当年条件艰苦，基本开河都
靠人力来完成，缺少大型机械。 后原市
文联创作部主任范林元告知，唯一的机
械就是卷扬机。所谓卷扬机就是两根钢
丝绳一头连着拖拉机， 一头连着钢板，

河道里的工人把挖出来的泥放在钢板
上，积累到一定量后由拖拉机拉走。 但
是一旦钢丝断掉，非常危险。 上海说唱
《儿子》第二段故事中，老人儿子便死于
卷扬机事故，这是身为村支书父亲派给
他的任务，那一天是大年三十。 老人愧
疚不已，从那以后，别人家热热闹闹过

年，他就一个人去儿子坟上祭奠陪儿子
说说话。 以前，浦东农村的坟墓都是在
田里，后来政府规范坟墓用地，设立了
专门的墓园， 他带头迁离儿子的墓地。

一次，在去给儿子上坟的路上，老人因
新墓地的路远了， 且年纪大了就迷路
了，零下五度的寒风中，他昏迷路旁，被
路人发现后送到了镇政府。 镇政府立即
把老人送到医院，并从其随身携带的药
盒上知道了他所在的村庄。 通过村支书
了解了老人的事迹后，镇党委书记备受
感动，两人决定充当老人的儿子，陪他
过一个久违的新年。

“通过这个作品，我们想要表达社
会大家庭是有爱的，人间到处是温暖！ ”

周檬奇 30岁不到的年纪在曲艺界算得
上很年轻， 在群文创作队伍中尤为难
得。 他说，因为爷爷是黄永生的弟子，从
小耳濡目染便喜欢上了上海说唱，他毕
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曾进
过上海滑稽剧团， 后来自己开公司，经
常前往社区演出， 主要以滑稽戏为主，

自己创作并演出独脚戏 《戏曲达人 1》、

《戏曲达人 2》、《谁聪明》、《我要做好
事》、《非常年代》等。

周檬奇坦言， 尽管是科班出身，但
群文创作舞台给了他很多磨炼。 “群文
舞台和观众更近。 通过参与新人新作我
补了很多课， 学会如何拆分开剧本，每
句词后面都加备注， 做好案头工作，这
是以前没有的习惯。 ” 周檬奇说，这一
次上海说唱《儿子》的表演，要特别感谢
市群艺馆创作部的鲁俊和市文联的范
林元两位老师。 “他们一次地改编充实
剧本，帮我分析动作和人物心理，才有
了台上的精彩。 ”

上海说唱《儿子》：
替牺牲战友尽孝的动人故事

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
两代年轻人穿越时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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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声组合《太阳从这里升起》：
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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