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共松江区委宣

传部联合出品、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与
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的话剧《护

士日记》计划将于今年 4月搬上舞台。作
品灵感源自疫情期间发生在那些平凡的

医护工作者身上真实感人的故事。上海戏
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松江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席陆军直言：“我希望借此表
达对白衣天使的崇高敬意，拓印中华民族

浴火重生的特殊经历。不仅仅是吟唱与咏
叹，更要有反思与痛悟，让这部话剧忠实

记录时代胎记，提醒国人不做‘精神病毒’
携带者，避免悲剧重演。”

他们是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医护工作

者，他们也随时可能变成被疫情风暴席卷
的病患，他们的脚踩在时时可能感染的生

死线上，却正是在这最危险的战场“抢”下
一个又一个面临死神召唤的重症者。而就

在他们夜以继日奋战的同时，他们的家
人、朋友可能正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接受治

疗和救助。每个医护工作者可能同时也是

父亲、儿子和丈夫，母亲、女儿和妻子；然
而，在这一刻，他们把“医护工作者”这个身

份放在了首位。这就是对抗疫情时，他们的
选择。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的选择，让人感

动、让人敬佩。
《护士日记》用日记回溯的艺术结构，

将各色人物、生活百态、生死存亡等串联起

来，独特的叙述方式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导演张仲年

评价道，《护士日记》作为今年中国首部抗
疫题材大型话剧，充分抓住了充满戏剧性

的场景，通过反思疫情，给观众以思想的启
迪，相信这部话剧能够呈现社会效益和艺

术效应双重价值。
作品汇集了强大的主创阵容，编剧由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陆军及其研究生袁香荷
担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伊天夫担纲导演，其参与创
作的作品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

家文华奖；服装与化妆造型设计由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化妆造型总设计师徐家华担任；刘婉玲、李

传缨、薛光磊等上戏实力派演员与沈陶然、
郭晗等表演新锐将倾情出演。

“携手抗击疫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剧本自 2月 10日问世之后，受到多方

关注。”陆军介绍，浙江作协《江南》杂志及

中国剧协《剧本》月刊等将登载剧本全文，
多个戏曲院团希望能改编上演，松江区与

上海戏剧学院更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确
定在创作演出条件恢复后将此剧列入双方

合作重点议题。“面对抗击疫情、捍卫生命
这一场伟大的斗争，剧作家如何用作品来

回应时代的呼唤，这部话剧体现了戏剧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中国剧协党组书记、茅

盾文学奖得主、著名剧作家陈彦点评道，
《护士日记》是抗疫题材戏剧创作的可贵收

获，剧本主题好，结构巧妙，人物生动，分寸
感把握得当。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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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陆军率先创作的话剧 《护士日

记》，延续了他去年创作的白玉兰奖获奖
剧目《生命行歌》中对生命价值的体悟。

有着感同身受般体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刘子枫，让我们在《生命行歌》中感受到

“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循
环。 有意思的是，陆军透露，在他创作的

同时， 有其他省市的编剧也受命准备创

作一部抗疫主题的话剧。 外省市编剧惊

觉， 细看 17年前为非典创作的剧本，如

今用“新冠肺炎”全文替换掉“非典”，竟
然完全成立！ 陆军“深受启发”道，历史可

能会如生命一般循环， 但是我们怎么会
走到同一条河里？

为什么在家国命运遭受挑战时，我们

总是需要有思考的艺术家？ 因为，艺术能

照亮路途，让我们“艺”起前行。 有思考的

艺术家往往能更敏锐地指出方向，并为身
处困境的人们点灯。

艺术家的崇高使命之一， 就是让自
己的艺术创作成为历史的胎记———今后

，大家也能以此“史”为鉴，避免坑坑
洼洼，直奔康庄大道！

朱光

    上海电影博物馆在抗疫

期间推出音频栏目 SFM·595
微电台，丰富百姓的文化节

目补给，同时传递上海影人
的精神，给社会以坚强和温

暖的正能量。推出一大波呆

萌有趣的老海报（见上图）之
余，上海电影博物馆在 SFM·

595微电台上开办了“童声传
情”的特别栏目，在全国中小

学生范围内征集“最美童声”，推出近半个月来反
响热烈，逾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用天真温

暖的声音致敬守护者，为抗疫加油。
SFM·595微电台上线一个月来，特色鲜明的

选题让微电台在短短时间迅速积累一批听众，其
中包括不少亲子听众。而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基地，电博人也在思考，“我们希望，能将这
场疫情化做一个契机，对孩子们进行一场生命和

信念的教育。”活动发起人这样说。
那么，何不利用 SFM·595微电台实现这场教

育呢？让孩子们自己担任主播，为抗疫发声，致敬
守护者，抒发对生命的敬畏、对希望的执着和对祖

国的热爱。于是，“童声传情”特别栏目诞生了。

“童声传情”栏目推出后，受到了上海各中小
学和教育机构的鼎力支持，短短十日就收到了全

国各地逾百位小朋友的投稿。电博还专门邀请了
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黄莺作为“声音导师”，

对征集的“声音作品”进行评选与点评，每周精选
三至五篇在 SFM·595微电台上发表，首期已经

入选的“最美童声”，最年幼的仅 7岁。
上海电影博物馆希望孩子们能够铭记抗击

疫情的英雄壮举和动人事迹，学习广大疫情防控
工作者的无畏精神和奉献精神，“希望孩子们能

发挥自己艺术才华和创造力，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不畏艰险、坚强乐观的

精神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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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生死线
与“死神”抢人

    话剧《护士
日记》记录下那
场“生死较量”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伴相生的天
灾人祸作殊死较量时，都不能仅仅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与尊严
作为筹码，而是要由全社会的科学、良知、秩序、担当与奉献的
合力来共克时艰，决战决胜。”这是写在话剧《护士日记》剧本扉
页上的话，也是编剧陆军、袁香荷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艺”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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