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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项强县富民的产业的重要原

料之一。民族乐器既体现了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因地制宜和传承保护，

也为连接兰考的历史与当下、城市

与乡村找到了文化之根。正如黄昌

勇所说的那样：“泡桐是兰考的意象，

有其符号价值。焦裕禄当年带领兰

考人民用泡桐防风固沙，今天泡桐

成为兰考走向新时代的一个依托。

泡桐花开，唯美异常，是兰考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就把泡

桐、把虚构的泡桐园的兴废变迁完

美地植入人物关系和剧情之中。”

作品主人公、老支书马水生坚守

了半辈子的泡桐园构成故事的主要矛

盾，话剧围绕不同时期对泡桐树的不

同处理，将几十年来的历史画卷一一

展现：从“大跃进”时期的盲目毁坏

砍伐，到后来在焦裕禄书记的感召下

恢复栽种，来到新时代，面对艰巨的

脱贫攻坚战，对于几十年树龄的泡桐

树究竟是留是砍，如何开发利用……

折射出不同时代下兰考发展理念的变

迁和人物命运的纠葛。

作为《兰考》的精神支点——

焦裕禄书记的形象通过马水生的回

忆，几次出现于舞台上，无不起到

转折剧情的重要作用。大幕拉开，

面对风沙的焦裕禄不顾马水生的劝

阻，坚持徒步排查风口，计划栽种

泡桐，让年轻的马水生充分体会到

了老书记的良苦用心，也感受到了

种植泡桐对于兰考的价值与意义，

从而坚定了守护泡桐园一生的信

念……在全剧的高潮，焦裕禄再次

出现，在病榻前留下最终嘱托：“聂

马庄将来的日子，得靠这些泡桐树，

得靠你们自己……要守住、受住。”

一番话又促使了原本固执坚守信念

的马水生最终放下内心的重担与纠

结，全力支持对泡桐树材的开发利

用，以制作古琴等乐器为起点，为

兰考脱贫走出新路。

话剧《兰考》以独特的创意和

灵活的结构，打破主旋律题材的传

统窠臼。“一个村庄、两个家族、

三代人，《兰考》承载了巨大的意

识容量和现实容量。”在上海戏剧

学院院长、《兰考》编剧黄昌勇看

来，脱贫攻坚不仅是发展产业、实

现经济效益的过程，还应该保护乡

愁、记忆、文化、非遗等精神内核。

去年 2 月 15 日，黄昌勇在上海郊区

闭关两周，写完剧本《兰考》最后

一个字。“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北

麓一个小村庄，在信阳读完大学后，

才真正算是离开了熟悉的乡土，兰

考与豫南在地貌和生活习俗方面有

很大的差异，但同属中原文化圈这

块沃土。我写的是兰考，却有意无

意间把自己的生活记忆和积累投射

进来，把自己在豫南乡村二十多年

的生活调动起来。”

在剧中，除了把精神象征的泡

桐树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编剧黄

昌勇更特别提取兰考与上海的天然

联系，即离开聂马庄的上海知青、

技艺缘起上海民族乐器厂的兰考古

琴和老支书去上海打工的女儿三条

线索，实现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跨越

和叙事切换。深沉的亲情、波折的

友情、斑驳的爱情，经历一个甲子

的沉淀，酿出一盅醇厚的美酒。据

黄昌勇透露，剧中几位重要人物均

有真实原型，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

融合了多位模范村支书、模范第一

书记的影子，用真实的故事、真切

的情感，写出了几代兰考人“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骨气与斗志。

两地合作探索新模式

汇聚资源、精良制作，话剧《兰

考》的上演，将成为兰考一张重量

级的文化名片，充分发挥出文化艺

术精品对城市形象发展建设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是一堂身临其境的沉

浸式艺术党课，一个展示兰考创业

史、脱贫史、奋斗史的生动窗口。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

席、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是《兰

考》的第一批观众，在观演过程中，

他感受到陌生感、代入感、新鲜感

交织的体验，看到了思想性、艺术

性与戏剧性的融合，“整场演出像

是一部大片，其中的表现手法值得

戏曲学习，我非常希望兄弟剧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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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作为《兰考》

的精神支点——焦裕

禄书记的形象通过马

水生的回忆，几次出

现于舞台上，无不起

到转折剧情的重要作

用。摄影 /尹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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