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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晚，以二大党章守
护者张人亚同志的故事为原型创
作的话剧《守护》在新天然舞台
首演。当晚的演出堪称精彩，能
够直观地感受到，主创团队是铆
足狠劲、下了苦功夫的。

张人亚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
物，本名守和，字静泉，宁波府
镇海县泰邱乡 （今宁波北仑霞浦
街道） 霞南村人。张静泉出生在
1898年 5月，幼时在霞浦学堂就
读，一直读到中学毕业，埋下了
新思想的种子。结束早期的学业
后，他和当年的很多宁波人一
样，少年离家，去上海这个“十
里洋场”讨生活，先在银楼当学
徒，后来成为银楼的金银首饰制
作工人。二十世纪 20 年代的上
海，革命思潮风起云涌，而在当
时的工人中，像张静泉那样具有
中学文化水平、能够接受进步思
想的也为数不多。他先是加入社
会主义青年团，半年后，也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半年后加入了
党组织。经历了一系列革命斗争
后，张静泉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从那时起，他就以张人亚的名字
在党内从事工人运动，负责党、
团领导机关的书籍和报刊发行工
作。读张人亚的革命经历，很
自然地就会联想到瞿秋白、沈
雁冰……还有我们宁波走出去、
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家的杨贤江等人。把张人亚
搬上文艺舞台，其实也是通过他
展现那个风起云涌、革命浪潮高
低起伏的大时代。

讲完此剧背景，不妨再来聊
一聊这部剧。剧中主要人物有张
人亚、张父爵谦先生、张人亚妻
顾玉娥、张人亚弟弟、地方保长
等。《守护》的原生故事素材比较
简单，真实背景是1928年冬张人
亚在奉命去莫斯科前，把一箱子
重要文献托父亲保管，父亲对外
佯称不肖儿子已经死了，修了个
衣冠冢，把儿子托付的东西藏在
里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老人才取出文献，由家人交
给国家、交给组织。全剧分为

“序幕：静泉四罪”“码头送别”
“忠孝两难”“党章托付”“衣冠入
葬”“静候佳音”“苦盼儿归”“尾
声：守者无悔”八个部分。从八
章名称看，应该是三个叙事方
向：父亲如何实现对儿子的承诺
一条线，儿子如何忠于组织和理
想信念一条线，夫妻之间的爱情
一条线。但从实际效果看，父亲
的一条线比较清晰，其他两条则
略显薄弱。

就舞台演出的实际效果来

看，演出很成功，一片叫好声。演
出结束后，我甚至听到有观众讲，
作为一个主旋律题材的作品，能做
到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也觉得很好，以我有限的
观剧体验判断，这个剧，与当下
国内的一般话剧水准相比，无论
剧本、导演、演员还是舞美、灯
光、音乐……堪称上乘。可是，
或许是我的期望值过高，总感觉
离“走心”尚有一步之遥。

我们既然选择了用话剧这种
艺术表现形式来呈现这段历史、
这个家庭、这段人生，那就必须
要用语言的魅力来征服观众。演
员和观众相会在剧场，观众不仅
仅是围观者，也是参与者。好的
话剧，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如
果我是张人亚，我会怎么样？如
果我是张父，会怎样？如果我是
张妻，又将如何？观众还会发
问：父子之间会这样说话吗？夫
妻之间会这样说话吗？南方人会
这样说话吗？宁波人会这样说话
吗？

我们今天看的是故事，其实
也是无数家庭、许多前辈当年在
选择共产党重建这个国家的时候
必然会经历的真实历史。

所以这部剧的主题归纳成三
句话就是：坚定的信念何以可
能？真挚的爱情何以可能？无私
的亲情何以可能？

以上三个问题，在舞台上有
所呈现，编剧和导演应该也意识
到了，但还是略显生硬。诚然，
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不提
过分的要求，怎么可能打磨出真
正的精品？而我又相信，这个主
题是极好的，不打造成经典剧
目，未免可惜。没错，我说的是
经典，不仅是精品。

话剧会引导我们每个人追问
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如果做到了
这一步，我想这部《守护》将真
正成为经典，一直流传下去。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这样
的年份推出这样一个文艺作品可
谓恰逢其时。我自然理解主创团队
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创作这样一个
时隔久远、而能参考的史料稀缺的
真实故事。但愿这部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通过不断打磨，日臻完善，实
现从精品到经典的跨越，为宁波话
剧史也为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令人
难忘的浓重一笔。

从精品到经典
还有“一步之遥”
——话剧《守护》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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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承担《守护》创排工作的
骨干力量非常年轻，除了导演李伯
男、编剧洪靖惠，饰演张人亚的郭
为和饰演张人亚父亲张爵谦的韩
秀一均出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饰演张人亚妻子的演员以及张
人亚B角等均为“90后”演员。此前
他们没有接触过红色题材的话剧，
对张人亚所处的时代背景也缺乏
了解。如何准确把握剧中人物的形
象，是一道难题。

演员们除了认真研读剧本，阅
读有关资料，还多次前往北仑霞浦
张人亚故居学习参观。据宁波市话
剧团副团长林勇介绍，主创团队集
体组织前往张人亚故居参观学习
就有三次。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7月
1 日党的生日那天，演职人员参观
张人亚故居，在张人亚墓前凭吊默
哀。最后在张人亚铜像前集合时，
发现少了张人亚的扮演者郭为。大
家找了一圈，发现他跪在张人亚的
墓碑前哭得泣不成声。林勇说，郭
为入戏很深，一直在试图与张人亚
建立一种情感连接，到了张人亚的

墓前，触景生情，百感交集，以至当
众痛哭。韩秀一饰演张人亚父亲张
爵谦，年龄跨度大，为此他多次前
往霞浦张人亚故居转悠，用心体味
一位宁波乡绅朴实的家国情怀，一
个父亲对儿子深沉无私的大爱。韩
秀一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饰演的张
爵谦既威严又慈爱，剧中在历数静
泉（张人亚曾用名）“四罪”时，他将
对敌人的恨、对儿子的爱等复杂感
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骂声”中。韩
秀一说，每骂一句，他能感觉到老
人的心在流血。每次演到这里，台
下很多观众情不自禁为之感动落
泪。饰演保长的张楠是宁波话剧团
的资深演员，尽管是个配角，戏份
也不多，但他十分用心。为了演好
这个角色，他先后七次去张人亚故
居，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揣摩人
物的性格特点。张楠说，保长这个
人“刀子嘴豆腐心”，正面人物却要
反着演，分寸很难拿捏，对他来说
是个挑战。不过，从观众的反应来
看，保长这片“绿叶”，很好地映衬
了张爵谦的形象。

通过与国内一流导演、演员合
作，年轻的宁波话剧团得到了锤
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大戏的
创排，“80 后”“90 后”演员得到了
精神上的洗礼。话剧团演员丁渝洋
在戏中饰演张人亚的 B角，他说刚
接触剧本时不理解张人亚及其家
人的行为，现在他知道了这来自信
仰的力量。宁波话剧团副团长林勇
说，创排期间，丁渝洋两次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守护》演出后，得到业界的充
分肯定。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永钧
说，一部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话
剧必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定的
戏剧环境，二是急剧变化的人物关
系，三是突发事件。话剧《守护》完
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中央实验话
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李法曾
看后说：“这是近两年来我看到的
最好的一出戏，是一部很独特的
戏，看了之后我非常兴奋。”

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说，
《守护》还将不断打磨，不断完善，
艺术创作永远在路上。

■演员的激情是如何点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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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小的时候你教过我一
首陆游写的诗，我最喜欢——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
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
须待阖棺。说实话，我本来想把
这些东西拿回来，放到家里，可
现在时局危险，放在家里说不定
会连累你们，我就只能把它带在
身上，守着它、护着它。也许这些
东西对别人来说不那么重要。但
对我来说，它是信仰，它们在，国
就在，我们的国家就能通向自
由，通向民主，通向新的世界。”

每当“张人亚”在舞台上对
着父亲激情澎湃地畅谈他的信
仰和理想时，总能激起台下观
众的强烈共鸣。根据党章守护
人张人亚的故事改编的话剧
《守护》首演以来，被广大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认为是最“燃”
的一部红色题材话剧。一部主
旋律话剧，如何让观众觉得

“燃”？该剧的主创人员讲述了
一件一件幕后故事。

今天，党章守护人张人亚的名
字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在宁波更是
家喻户晓。但当宁波市演艺集团决
定创排张人亚舞台剧时，张人亚这
个名字还鲜为人知。市演艺集团凭
着敏锐的政治目光和多年积累的
舞台经验，挖掘出了这个重要题
材。

近年来，宁波市演艺集团创作
的作品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2017 年创排的民族舞剧

《花木兰》、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又
大获成功。业内外人士和广大观众
对宁波市演艺集团的下一步创作
充满期待。2017 年 9 月，市演艺集
团董事长邹建红多次召集班子成
员商讨 2018 年的创作方向，同时
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拜访专家
学者，初步确定了几个意向性的创
作题材。但是，没有一个题材让他
怦然心动。

2017 年 9 月中旬，一位在上海
党校学习的北京专家告诉邹建红，

他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时，有
个橱柜展示了一位宁波人保护党
章的传奇故事，让他印象深刻。邹
建红听后很感兴趣，过了几天借

《呦呦鹿鸣》在上海演出的机会，他
专程赴中共一大会址参观。仔细观
看了展出的视频和实物资料后，邹
建红激动不已，觉得这是难得一遇
的好题材。资料显示，北仑霞浦人
张人亚是我党早期革命家，一生经
历丰富，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
献。同时，他和家人把党的珍贵资
料保存在衣冠冢的过程富有传奇
色彩，有很强的戏剧效果。回到宁
波后，他马上向市委宣传部、市文
广新局有关领导汇报。有关方面迅
速决定创作以张人亚事迹为题材
的舞台剧，并把它列为市重点创作
项目。很快，市演艺集团确定了几
名主创人员，赴上海中共一大会
址、二大会址采风，并与会址纪念
馆负责人深入交流，掌握了更加丰
富的素材。

为了快马加鞭推进这一项目，
2017 年 10 月下旬，市文广新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杨劲带领演艺集
团创作人员奔赴上海中共一大、二
大会址考察创作题材，以便更准确
把握这部戏的创作方向。11 月 1
日，央视新闻特别节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播出了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们专程到上海和浙江
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
湖红船的新闻，节目中有一段涉及
共产党员张人亚保护我国现存最
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内
容。当时，习近平总书记问讲解员：

“那你说的那个人呢？”习总书记特
别关注到了第一部党章守护人张
人亚，并指示“希望保护好这些来
之不易的珍贵历史资料”。

张人亚的事迹受到了中央领
导人的高度关注，这让主创人员兴
奋不已，他们深感责任重大，坚定
了努力创排好这部戏的信念。

■重要题材是如何挖掘出来的

2017 年 11 月中旬，市演艺集
团确定由刚刚组建的宁波市话剧
团承担创排重任，同时邀请宁波
市话剧团艺术总监、著名导演李
伯男执导，新锐编剧洪靖惠编写
剧本。

邹 建 红 说 ， 张 人 亚 出 生 于
1898 年，1932 年因病去世时年仅
34 岁。他是一个有信仰、有理
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杰出
的革命事业也是在青年时代完成
的。所以，他希望把这部红色题
材的话剧打造成充满正能量、让
人热血沸腾的话剧，特别希望能
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李伯男和洪
靖惠都是年轻的话剧界翘楚。李
伯男不到 40 岁，但在话剧领域早
有建树，被誉为“最有票房号召
力”的导演之一；洪靖惠是“80
后”编剧，在业内被称为“金牌
编剧”，代表作有 《我是杜拉拉》

《亲爱的翻译官》等。
虽然大家激情满怀，创作过

程却无比艰辛。张人亚的革命经

历非常丰富：在上海领导金店员
工罢工，到安徽芜湖担任中心县
委书记，再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担任出版局局长。但关于他的生
活经历及其家人的记录只有只言
片语。从保存至今的视频、照片
等有关资料中，编剧洪靖惠深深
感受到张人亚是一个热情澎湃、
有着忠诚信仰的革命家，一个具
有儒雅气质和诗意情怀的青年才
俊。张人亚形象在洪靖惠的脑海中
逐渐清晰。以此为基础，张人亚的
父亲张爵谦、妻子顾玉娥等人物形
象随之跃然纸上。经过近 4个月的
闭门创作，到 2018 年 6 月初，剧本
经过五次修改，终于定稿。

6月中旬该剧开排前，剧组向
党史专家和张人亚后人征求意
见。主创人员认为，革命历史题
材的艺术作品，创作时通常遵循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在尊重张人亚革命史实的前提
下，可以根据舞台艺术的需要，
对相关人物和故事进行虚构。但

部分党史专家难以接受这样的观
点。张人亚一位远在海外的侄孙
专程从美国飞回宁波，拿出了自
己的创作提纲。为了让剧本得到
各方认可，主创团队和有关人员
积极沟通，努力争取达成共识。这
样一来，大大延长了创排的时间，
原计划用 25 天集中排练，实际创
排时间却超过了 50 天。那段时间
常常是编剧上午修改剧本，演员们
中午对台词，下午和晚上搭台排
练。由于原来的创排思路基本被打
破，很多内容甚至要推倒重来，这
让演员们备受“煎熬”，他们往往

“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吃什么”。
台词要一句一句抠，剧情要一遍一
遍磨，每天的排练从下午开始通
常要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
创排在艰难中前行。所幸经过积
极沟通，党史专家最终认同了修
改后的剧本，张人亚的侄孙对剧
本也表示满意，还向主创人员提
供了自己多年积累的有关张人亚
资料，丰富了张人亚的人物形象。

■如何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守护》剧照

演出剧照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