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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逾 26 万字的小说，跨越近 50 年的时间和社会场景浓

缩搬上舞台，取舍是个难题。”宇宁告诉记者，《向延安》

从 2022 年起意开始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即在文本上反复

的推陈出新。“海飞老师亲自操刀，把小说改编成剧本，

完成了对 26 万字最重要故事线和场景的提炼。”

创排过程期间，主创团队巧妙保留了悬疑感和诗性

表述的平衡。剧目前三章推进十分顺利，然而到了最后

一章，需要揭示主角命运之际，创作进入了暴风般的探

讨和争议中。“最终是李伯男导演以极其巧妙的解扣方

式，完美呈现了原著的精髓，而当它呈现在舞台上时，

换来的是观众的动容和感悟。”宇宁回忆，整个排练期

间，海飞的《向延安》原著一直留在排练厅，因为白天

黑夜都在不断被翻动，到最后书的封面褪色，书角轻卷，

成为了话剧《向延安》诞生过程最好的见证。这本书的

身影也被收录进了剧组的排练花絮得以保留。

“原著中有两个令人非常感动的地方。一个是大时

代下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的拼搏，比如向金喜他其实是

被命运推着往前走，他既是为了活着，也是为了信仰在

追寻，尽管这是一条暗道，是孤独的道；另一个则是在

当时的高压环境下，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饱满，绝不脸

谱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群像戏。”宇宁说适逢75周年，《向

延安》正是我们这代人来探讨年轻人如何为信仰寻找路

径拼搏奋斗的一部初心之作。

主创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向延安》剧组既有来自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科班、资深戏骨，

也有过去少有话剧表演经验的影视剧演员和跨界明星。

将这支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上海的队伍组建起来，是一次

独特的制作体验。

“剧院不是剧团，因此在制作方面会面临到非常多

的困难。演员招募期，我们收到 200 多份简历，面试近

一个扎根上海的“延安故事”

话剧《向延安》讲述了 1939 年上海华光无线电学校

的进步学生们怀着青春热血准备出发去延安。血与火的

年代里，酷爱厨艺的向金喜因追逐心上人误打误撞步入

革命征途，陷于谍战漩涡。延安象征着光明和理想，但

向金喜却因命运的陡转始终留在了上海，在乱世与黑暗

之中心向黎明，步步为营……

上海是人民之城、英雄之城、光荣之城，这里不仅

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是红色文化的上海。宇宁告诉《新

民周刊》，东艺作为一家上海的剧院，《向延安》正是

她对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对上海人民的致敬。“海飞老师

是一位创作质量极高且仍在持续大量创作的优秀作家，

他的‘海飞谍战世界’早在《麻雀》等优秀作品之前就

开始了。《向延安》作为他人生中第一部小说，革命与

人性叙事的有机融合，是这部作品与众不同之处。而排

演成话剧，是因为我们看到其舞台化的可能性，更重要

的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如果说《麻雀》是海飞老师成熟写作风格的代表，

那么《向延安》就是他的心血之作。连主人公向金喜用

的都是他舅舅的名字，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在小

说中，他描写了大量场景，也是他对印象中上海生活的

还原。”宇宁介绍，《向延安》小说传奇性很强，情节

波澜起伏，聚焦于平凡小人物，人物的形象塑造新鲜别致，

突出了那个年代的革命与爱情，忠诚与背叛，有戏剧性、

悬念感。用海飞自己的话说，《向延安》是一种肝肠寸断，

是一种悲秋苦冬，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缕光。微凉的光，

温暖的光，照耀全身。

当然，如何做出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甚至愿意主动沉

淀从而产生共鸣和思索的红色题材话剧，这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从《人间正道是沧桑》到《向延安》的选题，

其实都是东艺在红色题材的优秀舞台艺术创作方向的探

寻、实践和突破。“人物个个精彩，情节场场想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