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品剧作深受观众好评

“白+黑”排练 一切为了完美呈现

从零开始，历时1年打造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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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作品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来展现时代精神。生动的
演绎、优质的舞美……精品剧作也深受观众
的好评。

该小戏在全长15分钟内，讲述了主人公
之一王笑笑从小父母双亡，被奶奶含辛茹苦
扯拉大，之后来到台州务工，在退休教授张
桂兰家当了三年保姆。笑笑是个知足感恩的
姑娘，她把张教授当亲奶奶一样尽心服侍陪
伴谈心，深得张教授喜爱。有一天，笑笑接到
表哥电话，说家中奶奶重病住院，她要回家
照顾奶奶。两人虽然不舍，但不得不走，于是
另找了新保姆金翠花。笑笑见新保姆干活毛
毛躁躁，不太靠谱，放心不下，在笑笑进退两

难之时，家中又打来一通急救电话……于
是，一场教授与两位保姆之间，温情动人又
发人深醒的故事就此上演……

除了剧情，这次的舞台设计也没有传统
喜剧那么复杂，而是结合了更加现代化的舞
美，用了LED的背景图来展现。“我们这边越
剧市场活跃，老百姓特别喜爱看越剧。通过
本项目的创排，不仅能让和合文化深入人
心，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本土的文艺人
才，构建与专家导师的学习机会，对接更高
的展示空间，以老带新，建立本土的文艺人
才梯队。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增光添彩。这也是本项目实施的
意义所在。”章子清说。

获奖后，越剧小戏《走吧，姑娘》还成为
了我区“文体超市”的特色课程，将其教给当
地戏曲爱好者。将戏曲融入教学课程，不仅
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更让传统文化得到了
传承与弘扬。

“对文艺工作者而言，需要更加留心观
察生活，多加思考，生活中有发掘不尽的宝
藏。这次的创作和参赛结果是一个好的开
始，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创作信心，希望能促
进我区文艺创作氛围，不断打造出能引发
观众共情与深邃思考的文艺作品，用情用
力讲好黄岩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章
子清说。

以戏传情 以小寓大
——越剧小戏《走吧，姑娘》幕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鹏鸥

日前，我区文化馆倾情打造的越剧小戏《走吧，姑娘》荣获台州市第三届戏剧（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创作奖
以及表演奖双金奖、浙江省第十二届群众戏曲小戏大赛金奖。该表演是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用小戏“小而美”
的艺术形式，富有新意的表现手法，以小喻大，直击人心地展现了“真诚信任、守护相助、真情相待”的台州温
度、和合文化及时代精神，是我区近年来鲜见的现代题材原创戏曲小戏项目。

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乡音乡情乡愁的人间烟火。何为“小
戏”？小戏如今泛指有歌有舞、有唱有白、有
故事情节的小型综合性艺术。容量小、篇幅
短、节奏快是小戏作品的显著特色。因为能
够快速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制作周期
短、成本低，表演形式灵活，可以适应田间地
头、新型演出空间等多样化演出需要，小戏
拥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成为基层创演
中的“重头戏”。

“台州是和合文化的发祥地，讲仁爱、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特质，勤勉务实的台州百姓以千
百种欣欣向荣的方式传播传承着和合文
化。”区文化馆副馆长章子清回忆起编排的

初衷说，“在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诚信缺
失的现象受到社会关注，而注重倡导诚信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诚信作
为一种价值理念，应该得到弘扬和传承。”
于是，越剧小戏《走吧，姑娘》因此提上日
程。

该项目是用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剧种越
剧来演绎，以当下社会热门关注点“保姆”题
材为切入口，讲述了发生在退休女教授与两
位保姆之间温情动人又发人深省的故事。通
过小人物小故事，以小喻大，展现城市温度、
和合文化以及弘扬诚信文化。

“之所以选择‘保姆’这一社会热点作为
切入口是觉得能让作品更加紧密围绕现实
生活，使得剧情更加贴近观众，容易引起共

鸣。”章子清说。主题定好了，那演员呢？章子
清决定挑选几个本土有一定基础的越剧演
员，“因为小戏不仅是越剧，还有点贴近话
剧，需要一定的表演基础，这样才能更好地
展现人物个性。”

确定好演员后，章子清就投入了剧本的
创作中。作品从题材构思到剧本创作、编排、
展演历时两年多，几易其稿完善，几度打磨
编排。“在我看来，真正的文艺作品就是要精
雕细琢，慢慢打磨的。《走吧，姑娘》仅剧本这
个环节，我们就耗时了 1年，期间改了 13次
稿子。”章子清在该小戏中担任导演、辅导与
主演，她告诉记者，这也是团队首次尝试原
创越剧小戏，希望可以将“第一次”展现得更
加完美。

剧本完成后，演员们还需要试演，再研
讨改进，再试演……舞台上的流光溢彩，表
演者的精彩演绎……成功背后凝结了团队
辛勤的汗水。

小戏虽“小”，时长不到15分钟，却要将故
事的起承转合、矛盾冲突集中呈现，难度极
大，既考验台下的创作力，也考验台上的表现
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剧组成员每天
都是“白＋黑”进行排练，因为在舞台上只有
一次的机会，所以演员们都要第一时间进入
状态，全情投入，与角色完全融为一体。

“我原先在越剧团是担任‘小生’一角，
这次从‘小生’转到‘老旦’，对我而言也是一
次挑战，而且跟传统越剧比起来，这次像是
越剧加上话剧的形式，也是第一次尝试。”饰

演教授的演员张海锦说。
在排练之余，演员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

商量，哪场戏该怎么演，怎样能更好地展现
出人物的内心，排练时也会提出自己对人物
的理解，每个人都希望能完美地诠释角色。
每晚排练结束后，大家也都聚在一起复盘，
哪里演得不够好需要调整，再排出第二天的
计划单。

从创作、排练到展演，越剧小戏《走吧，
姑娘》剧组前后花费了近一年多时间。在排
练过程中，演员们彼此磨合，碰到台词感觉
不合适的，就停下来一起讨论，让台词更加
合理，更符合故事发展情景。

据章子清所说，在排练的前几个月，
张海锦刚动了一个小手术。本该在家修养的

她并没有告诉大家这个事情，还是照常参与
到了排练之中，哪怕是中途不舒服也没有一
点怨言。“因为要饰演的是一位老奶奶，我们
买的几个假发套总感觉不是很到位，为了更
好地诠释角色，张海锦特地将头发留了两个
月，等到差不多长度时进行烫染，专门为了
角色而塑造。”章子清说。

为提升该小戏的演出品质，在排练期
间，他们还特地邀请了省、市各级专家进行
全方位指导。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越剧小
戏《走吧，姑娘》先后获评“2023年度黄岩区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2024年台州
市舞台艺术中青年人才创作激励计划项
目”，并在浙江省群众戏曲小戏大赛中崭露
头角，获得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