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朋友们在画前临摹 张玉刚 绘

宁可连轴转
也要抢名额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柳青，一个

在谈及“文学陕军”话题时无法绕过、并
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铮铮名

字，一个为共和国创作了长篇小说《创业
史》的作家，一个以描写新时代农民命运

为使命的思考者，一个为深入生活不惜
摘去官帽深扎农村几十年的“愚人”，现

在，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主角。西安话剧
院携话剧《柳青》（见上图）来到上海，参

演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今明两晚，将
在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朴

实无华的西北“厚土”与国家级文化艺术

盛会交织出绚烂的颜色。
话剧《柳青》真实再现了柳青为了创

作《创业史》，毅然放弃大城市优渥的生
活条件，并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举家搬

迁到长安县皇甫村，扎根 14年的历程，
是全面展现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

文学的关系，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倾情用心之作。艺术家、党员干部、

农民，这三种身份在柳青的身上结合，他
时刻把干部、农民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

溶解在一起，时刻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

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
份情怀和担当，具有跨时代的特质，这既

是文艺工作者需要代代传承的使命，也是
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诚解答。

作为一个艺术家，柳青内心始终燃
烧着对文学艺术的不灭火焰，涌动着激

荡澎湃的水流，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

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篇东西，他也尽力用
他独特的、丰厚的、装满生活容量的艺术

刻刀精心雕镂。为了创作一部新作，用文
学记录中国的山乡巨变，他脱去自己的

西装，生活在皇甫村 14年，成了一个地
地道道的关中农民。最珍贵的是，他始终

把党的干部身份放在第一位，坚定地扛

起了基层干部职责，参与农村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为乡亲们做了

大量的工作，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

聚到那里找柳青给出主意。庄稼人遇到
愁心事, 总爱蹲着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

阵。他不仅关心隔壁邻居家养的鸡下软
壳壳蛋的问题，还身体力行地研究牲口

饲养方法，编了个《耕畜饲养管理三字
经》⋯⋯皇甫村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

皇甫村人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他真正

地把人民放在心里，是人民的知心朋友。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
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

主旋律的戏，如何好看？情感真挚是
首要，这是编剧唐栋至今所创作的剧作

中，情感最充沛的一部戏。但是这部戏的
难度又很高，因为这些事所发生的年代

距离我们有些遥远了，难以挖掘生活，于

是主创人员去采访了与柳青同时代的
人———柳青当年曾经抱过的娃，这一抱

让孩子终身难忘，现在成为了柳青的守
墓人。“柳青是有农民品质的作家，也是

有作家品质的农民。”
在话剧《柳青》中，《创业史》里的人

物和故事与皇甫村里的人物和故事、作
家柳青与舞台形象柳青交融在一起，叙

述方式的创新形成了戏剧张力。通过从
艺术形象回溯生活原型的叙述手段，话

剧《柳青》让小说中的人物走到柳青身
边，让话剧和小说这两个文本取得精神

上的内在联系。
这不仅仅是柳青的故事，也是“我

们”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大写的
“人”字写到魂里头、与国家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的人生选择。

    ———记文化广场的
医疗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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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孩子们在喜欢的名画前席地而

坐，围着老师仰头听讲解，还时不时
有人发问，这是西方的博物馆美术

馆里习以为常的情景。正在中华艺
术宫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

国优秀美术作品展上，这一幕也时
常可以见到。

第一次临摹体验课，来的是协

和双语学校 35个孩子，他们在展厅
里分为三个小分队，任意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美术作品，用随身携带的
绘画用品直面艺术家真迹，进行面

对面的临摹。
得令的小朋友们忽地在展厅中

散开，孩子的天性使然，最喜欢的作
品是那些色彩丰富多姿、对比强烈

的画面。很快，三十几位小朋友纷纷
寻找到让自己最舒适的姿势，或席

地而坐，或深蹲着地，有好几位小朋
友甚至趴在地上，以便手臂支撑在

地板上发力。
喻慧的四条屏国画作品《鹦鹉》

得到了小朋友最多的偏爱，临摹这
幅作品的孩子每个人选择的角度都

不尽相同，有些同学一上来就“挥
毫”，用油画棒铺成，整个画面涂满

颜色，有的同学索性把假山改画成
了金黄色。辅导老师吴叶舟笑着说，

这都没什么不可以，孩子们有自己
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这个阶段，辅导

老师是不会介入的。
现场，有个孩子的画面只存在

着黑白两色，与其他小朋友描绘的

五彩斑斓迥然相异，他自己看着画
面，渐渐也有些困惑，下笔迟疑起

来。辅导老师见状，走到他的身边，
轻声说：“不用画颜色，你可以用线

条的疏密对比关系表达明暗，区分石头和鹦鹉。”看着

小朋友逐渐丰满起来的画面，经过询问，原来，这位小
朋友学过书法，习惯了使用线条作为主要的绘画语言。

面对着同样的画面进行临摹，孩子们笔下的画面
各有特色，这些微小的改变，意味着创作的启蒙。这也

是令辅导老师最开心的地方。
知名画家毛冬华偶然路过现场，她指点孩子作画

的同时，把孩子们在作品前聚精会神的情景拍照，发给

艺术家喻慧，“也让艺术家高兴一下，知道自己拥有了
这么多小粉丝”。对于孩子而言，偌大的美术馆里，零距

离接触的不仅仅是画作，还有艺术家的风采，这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不知不觉地播下了

亲近艺术的种子。
其实，中华艺术宫里十二艺节的展览，并没有局限

于场馆的空间，而是利用自身优质的馆藏资源，与校园
美育相结合，馆校联动，除了请小朋友们到展厅参观，

还会有专业老师将展览内容和相关的体验课程送到学
校课堂，让学生们未出校门先了解展览的信息和艺术

的魅力。
美术馆成为美术课堂，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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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写的
话剧《柳青》讲述“我们”的故事

人

■ 江佩瑜和饶伦

（右）为观众服务
记者 郭新洋 摄

   “真好，今天又是平安的一天。”昨

晚 10时，当剧场内的观众全部散场，江
佩瑜和饶伦松了一口气，拎着医疗急

救箱从剧场离开。她们俩是来自瑞

金医院的医疗志愿者。去年，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和瑞金医院达
成合作，每逢重大节庆演出期

间，瑞金医院志愿者会都会给文

化广场提供医护保障服务。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每场演

出都会有 2名瑞金医院的医生
或护士驻守，确保有突发情况时

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江佩瑜是瑞金医院心内科

的医生，饶伦是急诊内科病房
的护士，她们俩经常结伴做志愿

者。饶伦给记者展示了瑞金医

院志愿者会的微信群，会长经常会在群里

发布近期的志愿活动，由各科室的医生护
士自愿报名参加。每当一场活动结束，大

家都会热烈地在群里讨论感想。
众多志愿活动中，文化广场的医疗

志愿者名额，永远是被秒杀的。哪怕是刚
刚上完 12个小时的班，大家也愿意继续

到文化广场再坐四五个小时的班，感受

一下剧场里的文化气息。像江佩瑜和饶
伦，原本都是文艺爱好者。闲暇时，她们

都会自己买票进剧场看戏。如果能抢到
志愿者名额，从下午 6时到开场前，她们

会等候在医疗保障点，为需要的观众量
血压、提供一些基础药品。开场后，她们

会拎着急救箱来到二楼的特定观演区
域，保持手机畅通，随时候命。

江佩瑜还记得，去年 12月音乐剧
《卡门·古巴》在文化广场首演当晚，现场

有观众突发高血压，伴有呕吐等症状，驻

场医护人员迅速采取急救措施，使观众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还有一次，外籍演员
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瑞金医院志愿者积

极协调相关急诊科室开通绿色通道，及
时诊治，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

原本，值班医生的据点在剧场一楼
西侧的衣帽间，那里是文化广场服务平

台“广场小白”的据点，除了医疗服务之

外还可以提供租借充电宝、借毛毯等人
性化服务。十二艺节期间，文化广场特地

把医疗保障点挪到了东侧衣帽间旁，因
为那里是离车行通道最近的位置，万一

有突发状况，救护车可以直接开到通道
口。虽然医疗用品准备齐全，可不管是江

佩瑜和饶伦这样的志愿者，还是负责“广
场小白”的场务们，心里都希望这样的应

急预案不会被启用。观众开开心心来观
剧，健健康康回家去，是每一个剧场人的

心愿。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