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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姚剧《童小姐的战场》参加浙江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剧
目展演。新四军老战士、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及新四军浙东纵队
司令员何克希的夫人陈孟庸前来观看演出。当演员谢幕时，陈孟庸老太太敬了一
个军礼。这显然十分难得——戏里的故事于她是一种真实经历，她敬以军礼，就
是肯定了这部戏的艺术真实，她仿佛重回四明山；戏里的角色于她曾是亲密战
友，她敬以军礼，就是认可了这部戏的演出水准，她胸中激荡战友情。

省文联创研处处长、文学评论家郑晓林说，《童小姐的战场》 让历史与当
下、与未来有了现实的联结，正如戏中所说，“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为什么而
出发”，所以该剧最后的剧情和音乐直接连上了《新四军军歌》，那种激情澎湃
足以让人泪流满面。

《童小姐的战场》 每一次演出时，观众都会被集体性带入情感“漩涡”。
“这部戏有许多精彩之处。首先，剧情的史实与虚构融合精彩。其次，感情的
明线与暗线交叉自然，童泗敏和许芝媛的爱人都在抗战中壮烈牺牲，两条线索最
后汇聚到一起，推动了情感的大爆发。”郑晓林说：“人物从稚嫩到成熟转换自然，
表现出一个人物成长的逻辑性。最终高潮的实写与虚写选择合理，从戏曲艺术的
本体性出发，把笔墨更多地放在了童泗敏的感情爆发上，由此让最动人的大段
唱词有了情感的依托，内涵极其丰富。”

一个教书先生，放弃安稳清闲的日子，以身犯险，投入于抗日救亡事业，舍生
取义；一个大家闺秀，舍弃富贵安逸的生活，投奔于民族解放战线，追求光明……
当全剧谢幕，国家大剧院里响起热烈掌声，人们站立着，久久不愿离去。

“无论是剧情还是唱腔、舞美，我觉得都非常好。唱腔好听，舞美设计好
看，故事有根有据，演员全情投入，唱词感人肺腑，值得推荐。”新四军浙东
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的儿子、北京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分会秘书长何晓东对
他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四明山根据地满怀深情，他邀请北京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会员观看姚剧 《童小姐的战场》，并反馈说：“精彩表演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让我们感受到红色文化的艺术魅力。”

“非常震撼的一次体验，无论是剧本创作、故事铺陈还是演员表现、舞台
呈现，都很精彩，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印象深刻，也很受教育。特别是
观看最后怀念牺牲战友的情节，我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北京某文化
传媒公司的李林说，“以前听说过姚剧，这次观剧加深了对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的认识。姚剧的开放度很大，能承载不同题材，对于讲好红色故事十分拿手。
果然传统的才是经典的，才是世界的。为每一位姚剧传承人点赞。”

“《童小姐的战场》是四个人物、两条线的交叉结构，童泗敏与萧林秋是
明线，杜钧宜和许芝媛是暗线，一明一暗呼应推进。通过杜钧宜、萧林秋先后
英勇就义的悲壮情节，使童泗敏、许芝媛这两名知识女性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
浴火重生。”《中国文化报》驻浙江站记者骆蔓专程赶到余姚观看该剧，认为此
剧把革命者小我的情爱演化成“为了人民幸福，为了民族生存”的大爱，主人
公与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场精神洗礼。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袁环带着学生观看了演出，说：“在最近两年，连续
有三台姚剧到京演出，体现了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整体实力。此次，我
当是现场教学了，从不同角度认识姚剧，向基层院团和地方剧种学习。”

刚从余姚市中医院退休的医生龚迪治说：“我一直喜欢姚剧，现在有更多
时间来‘追星’了。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看过多次，这次追着到了北京，再
度领略了四明山红色文化，见证了姚剧亮相最高舞台艺术殿堂的高光时刻。”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倪乐辉说：“作为姚剧艺术工作者，我们唯
有努力创作排演传递真善美的高品质姚剧作品，才能不负时代和人民。”

社会反响
凸显四明山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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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大题材，小剧种大作为。6月27日晚，国家大剧院内丝竹声声、姚韵悠扬，间隙伴以阵阵掌声和喝彩。由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创

作承演的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糅杂四明山的凉风与花香，伴随姚江水的清波和欢响，在国家大剧院华彩亮相，受到北京各界人士和在京浙江

同乡热捧。“通过一名富家小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探究红色基因生成的奥秘”，以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为中心生发的浙东 （四明山） 抗日

根据地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在首都闪耀芳华。这是《童小姐的战场》的第56场演出，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演职员团队，以过硬的技艺

在舞台上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次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以“姚剧现代戏《童小姐的战场》国家大剧院亮相”为题播报，时长约2分钟，产生广泛的影响。

《童小姐的战场》由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余姚市梁弄镇人民政府出品。余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娇俐

说：“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的回信中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色基因。我们深受鼓舞和引

领，姚剧《童小姐的战场》是学习回信精神的文化产物。”

20 世纪初期，商号“董久大”在当时的绍兴声名
显赫。出自富贵门庭的“三小姐”董静之，又名董舜
英，1921 年生于绍兴上虞的上浦镇渔家渡村。青少年
时期，她跟着渔家渡小学教员袁啸吟学习文化知识。袁
啸吟思想进步，董静之受到了认知引导和文化洗礼。
1942年6月，董静之跟着袁啸吟正式参加革命，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决定两人假扮夫妇，组建
地下交通站。为了伪装身份、获取情报，白天，她有时是斯
文的女教师，有时是卖香烟、卖土货的小贩。最后，假夫妻
成了真夫妻，成就了一段革命与爱情的佳话。

史料显示，董静之先后担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
治部政工队队员、中共慈姚县慈西区区委委员兼宣传科
科长、浙东区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政治交通员、绍嵊县东
关区区委委员兼宣传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她在华东野
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任卫生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参
加了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袁啸吟和董静之的女儿，就是当代著名作家、浙江
《江南》 杂志原主编袁敏。袁敏将父母的故事写了下
来，作为非虚构纪实文学的 《三小姐的抗战》 刊载于

《收获》 第六期的 《说吧记忆》 专栏。袁敏在前言中写
道：回溯淹没的历史，我写下了这篇 《三小姐的抗
战》，内心希望已经 95 岁高龄的母亲，能在这篇文章
中，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火热的理想情怀，让记忆
辉映她走向迟暮的晚年。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
从他外婆跌宕艰险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感悟到一些像他
这样在物欲和娱乐中长大的年轻人所缺失的东西。

2017年9月，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邀请省内专
家走访四明山，搜集红色革命事迹、抗日历史素材，讨
论姚剧新剧目的创作方向。“浙东抗日根据地面对日伪
顽犬牙交错的特殊环境，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沪、
杭、甬之间敌人的心脏地带。”剧作家黄先钢说：“表现
根据地的斗争历史，无疑是厚重、宏大的命题。写戏首
先还是要从一个能够吸引观众、感染观众的故事入
手。”当黄先钢读到袁敏的 《三小姐的战场》 时，被深
深吸引了。他说：“如此鲜活的人物原型，如此特殊的
斗争环境，如此独特的人物关系，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
和戏剧性，而且还能作为一个架构全剧的‘主脑’。”

姚剧是在余姚生长的，故事是在余姚发生的，姚剧
《童小姐的战场》 应运而生。该剧以谍战故事为形式，
以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渐变、情感质变和心理裂变为脉
络，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空间对垒与移步换景为地理背
景，构建了一部恢宏磅礴的革命史诗，展现了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风烟滚滚的峥嵘岁月，剖析了崇高理想者面
对死亡毅然决然的伟大人性，凸显了火热奔腾的光荣与
梦想。

黄先钢说，从《三小姐的战场》提取“故事”当然
是一种嫁接，剧情的发展还糅杂了其他革命人物的故
事，如林勃烈士与余也萍前辈关于 17 朵红花的故事，
徐志远前辈寻找成君宜烈士的故事，杜其昌前辈打入汪
伪特务机关的故事等。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能形成比
较丰富的戏剧情节和比较完整的戏剧结构。

真实事件转换为戏剧文本，需要犀利破题和抽丝剥
茧。创作团队主动邀请党史研究者、戏剧专家和基层观
众“会诊”，讨论确认史实、艺术等层面细节。该剧的
最终呈现很有张力，戏剧冲突激烈。男女主人公的戏剧
冲突在于对“战场”的不同理解。女主人公童泗敏想上
前线杀敌，认为假扮夫妻算哪门子“革命”？因为主观
认识不到位，有一次她竟将接头标识挂反，差点酿成大
错。男主人公萧林秋提出严肃批评后，她才感到问题严
重。萧林秋极力向她表明身处的地下战场与前线战场同
样凶险与关键：“你以为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是在
刀尖上跳舞啊。”

黄先钢说，在这个戏的写法上，始终坚持“不写谍
战”，把地下对敌斗争的过程，包括情报如何获得、与
敌人斗智斗勇，以及被捕、牺牲等事件的描述尽可能放
到幕后，以便留出空间，把主要笔墨放到那些事件带给
人物的情感震荡以及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上来，最大限
度地发挥戏曲艺术的优势，力求以情感人，以情动人。
从最初对谍战工作掉以轻心到渐渐认识其重要性，再到
视为使命甚至生命，童泗敏的信仰逐渐坚定，确认革命
需要的地方都是“战场”，从而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在
一句句姚剧唱腔中，在一段段剧情推进中，“童小姐”
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红色基因由此而生成。

剧本打磨
地方戏与红色剧交集

大片红绸如波涛奔涌的海面，那种红如血鲜艳，覆盖层
峦叠嶂，浸透草木、危岩与走兽。女主人公身处这样的红
中，肆意释放失去同志、师长、恋人的悲痛，而革命的信
仰，最终凝结为坚定和永恒……这一场景，叙述的是女主人
公为沾满血迹、留有 17个刀痕的毛衣绣 17朵红花。毛衣原
是她亲手所织、亲手为志同道合的恋人穿上的，而此时，17
个刀痕就意味着17处扎透的伤口……

2018年8月，姚剧《童小姐的战场》开排，在相关重要
环节运用写意手法，这在姚剧表演史上可谓罕见，成为全剧
最大的情感爆破点和精神升华点。该剧导演倪东海说：“如
采用边唱边绣的常规表演，难免会是《绣红旗》的翻版。我
苦思了几种表现手法，但不敢确定哪种真的可行。余姚市姚
剧保护传承中心就在龙泉山下，山上有王阳明讲学处中天
阁，我决定，上山‘问问’阳明先生。最后，我选择用写意
手法，大开大阖、痛快淋漓地表现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舞台表演
呈现红色的余姚印象

排演过程中，倪东海提出邀请武装部干部来开展军训，
目的是训练演员们的“军人魂”。有的演员半开玩笑地问：

“倪导，你是想让我们真的成为军人啊？”倪东海答：“在姚
剧 《童小姐的战场》 舞台上，你就是军人！”演员们经受了
45天的军训。

“排练最紧张的那段时间，我一天一斤地减体重。”主演
黄飞说：“我的外婆家就在梁弄横坎头村，亲切感、崇敬感
催生巨大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
们演出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一台演出臻于完美的呈现，需全体演职员的合力。一个
乐队成员说：“与演员一样，我得把剧本读透，完全理解导
演意图，不然难与剧情同声共气，会影响演出效果。”同
理，服装、造型等岗位同样需要领悟剧本和导演主旨，根据
人物性格、情景变化而相应创新。

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主人公童泗敏的父亲形神威
严，演唱刚柔相济、细腻有味，他面对要离家出走、投身抗
日的爱女是既生气又疼惜，舞台表现可圈可点。观众不知道
的是，饰演者陈建峰在赴京前意外受伤，手臂提举存在较大
困难。出发前，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已备好一名 B角，
以防陈建峰难以动身起程。然而，他咬牙克服困难，最终带
伤上台，出色完成演出任务。

演职员们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除了陈建峰，还有好
几个带伤上台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赴京助阵，她说：

“音响师背上打着六枚钢钉，仍坚持工作。灯光师拄着拐杖
来，还坚守岗位。我被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感动
了。”此外，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甘银宝等人，
既当演员又要装台，尽管又忙又累，但他们克服困难、团结
协作，顺利完成任务。

“营造凝重、恢宏、壮丽的演剧风格，强调时代特征、
地域特色和剧种特性，以戏曲化、再现化、通雅化演绎故
事。注重戏曲现代戏表现手段与语汇的有机融合，构筑与本
剧主旨内容相匹配的剧场艺术新形式，音乐唱腔设计注重姚
剧艺术特性与演唱风格的创新性发展，舞台空间设计简约形
象，虚实相生，意境渲染到位，注重场景与服饰的年代感，
着力于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倪东海说：“力求以真情感染
观众，以情怀感悟观众，以真理感召观众，赢得观众对主旋
律作品的肯定与接受。”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注重提升演职员的人文素养，
不仅要求熟悉剧本，还要求了解背景知识。排演过程中，组
织学习余姚党史、军史和革命史，让演职员们深刻领悟红色
文化精髓，如此，在舞台上才能有效勾勒余姚的红色印记。
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玉红说：“姚
剧《童小姐的战场》走进国家大剧院，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在姚
剧发展史和余姚精品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探索红色基因探索红色基因
生成的奥秘生成的奥秘
——姚剧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童小姐的战场》》赢得盛誉赢得盛誉

童泗敏向父亲和家庭
抗争，要求投奔革命队伍。

以写意手法展现的绣红花场景。

童泗敏与许芝媛在新四军浙东纵队驻地相会。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演职员赴横坎头村接受革命历史教育。

演员们敬礼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