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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破密》以谍战方式打开长
征叙事，艺术且生动地讲述以蔡威为
代表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创者们，与
敌人展开无线电码的破译与反破译之
战的故事，展示了无线电通信为长征
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从一个独特角
度书写并弘扬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艺领域，
出现过一大批讲述长征故事、弘扬
长征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
观照历史的不同维度、聚焦历史的
不同景深、表达历史的不同风格，为
我们提供了重温长征历史的不同路
径。《破密》以红军电台从无到有，发
挥重要作用的故事入手，讲述长征
故事，书写长征史册中震撼人心的
革命之歌、信仰之歌、青春之歌。其
实践表明，长征题材的艺术表达仍
有创新空间。

电台故事中破译情报的内容较
为抽象，如何将其转化为有效的叙
事，将“技术流”呈现为“故事流”，对
创作来说是一大挑战。《破密》解开了
这一难题，如讲红军电台的组建，从
白手起家到翻遍战利品搜寻零件组
装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再
到最终组装完成既能收报也能发报
的完整电台，从没有人手到组织培
训，再到电台队伍在战斗中不断扩大
并成为红军重要部门，这些内容将原
本宏大的主题拆解成一个个生动的
小故事、具体的小细节，由此铺陈出
精彩的故事。再如，对无线电码破译
内容的呈现中，既有蔡威从战士吹笛
子中得到启发，进而从交响乐乐谱里
找到破解敌人密码之道的脑洞大开，
还有从数学、历史、文化、文学等多个
维度破译密码的引人入胜，都让“破
密”的概念落在了实处。

《破密》对真实革命历史人物进

行立体塑造。首先，蔡威是一个革
命者，为了理想信念可以牺牲一切，
牺牲时年仅 29岁。其次，他又是个
天才式人物，虽然随时面临巨大挑
战，比如敌人的围追堵截威胁他的
人身安全，敌人经常更换密码系统
使他之前的解密工作前功尽弃，但
他总能化解敌人的加密术，又确保
自己的密码不被破解。同时，他还
是一个饱含真情的男人。他不赞成
封建婚姻，刚结婚时不辞而别，留下
书信劝说妻子薛品萱另寻他人。但
了解薛品萱的人品后，蔡威逐渐接
受了她，并在长征途中写了一封封
永远无法寄出的书信来诉说思念。
作为国民党的密码专家，黄季弼的
形象也是独特的。他同样是一个技
术天才，但对国民党内的人情世故、
钻营取巧、钩心斗角一窍不通，始终
郁郁不得志，最后坠楼自杀。黄季
弼在自杀前扔掉国民党党徽的细
节，生动表达了他因找不到出路而
绝望的情绪。

另外，《破密》生动塑造了众多
小人物形象。如行军途中因为锅掉
下悬崖而高喊“人在锅在”的炊事
兵，马陷进沼泽仍然不撒手的战士，
风雪之夜紧紧扶着天线杆以保证收
发报信号不中断而冻成冰雕的勤务
兵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落笔，非常
有说服力、感染力地塑造了红军的
群像，从细微处诠释了红军长征为
什么会取得成功。

《破密》将谍战叙事引入长征题
材创作，满足了观众的观赏需求，为长
征题材创作注入了活力。未来，电视
剧创作者还应继续努力，从史实中挖
掘出更新颖、更鲜活的故事与细节，给
长征题材乃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带来更多新故事、新形象与新表达。

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于 11月
13日上线播出。剧集聚焦图书馆古
籍修复所学员邵白进入《永乐大典》
修复项目组后的工作历程，向观众展
现古籍修复的魅力。

据悉，《重回永乐大典》共 15集，
每集3-5分钟。在创作阶段主创团队
曾前往国家图书馆采风调研，与古籍
修复师面对面学习交流，还邀请了专

业古籍修复师在拍摄过程中进行指
导，尽可能严谨地还原古籍修复细节。

主创团队介绍，《重回永乐大典》
既展示了古籍修复精细技艺，也注重
呈现现代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重要作用，希望通过这部剧集让观众
更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增强对古籍文献的保护意
识。

11月 1日，由北京京剧院出品，
展现首都企业形象的“大工业”题材
新编现代京剧《百年首钢》在长安大
戏院登台首演。该剧以首钢四十年
改革发展为主线，讲述了首钢从实
行承包制到搬迁至河北曹妃甸、新
时代首钢园的建设历程，以“小切口
大叙事”的方式，通过林宇生、韩青
桐两位普通工程师的成长与奋斗，
展现首钢人的家国情怀与无私奉献
精神，回望中国钢铁工业百年历
程。首演当天，观众被剧中几代首
钢人的接续奋斗所感动，被百年大
厂的精神力量所鼓舞。他们时而为
抑扬顿挫的唱腔叫好，和着音乐鼓
掌；时而屏息凝神，因感人的情节而
热泪盈眶。

以小及大 演绎时代变迁

近年来，用京剧演绎现实题材
内容的剧目不在少数，但用京剧表
现首都企业形象的却不多。为了展
现出宏大的主题立意，尽快与观众
产生共鸣，以往的剧目或以英雄人
物及其故事为切入点，或以观众耳
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作为叙事背景。

与之不同的是，新编现代京剧
《百年首钢》以首钢工人在石景山的
聚居地为舞台，以普通钢铁工人的
工作生活的视角，从生活场景、邻里
对话的方式代入剧情，通过“小家小
院”刻画“大厂大局”，以由浅入深、
以小及大的方式，挖掘并呈现几代
首钢人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
这些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让
观众倍感亲切，通过个体叙事展现
横跨 40年的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不
禁让人耳目一新。

谈起创作初衷，该剧出品人、北
京京剧院院长秦艳介绍，对北京京
剧院而言，大工业题材对于剧院来
说是新课题、新挑战，如何由浅入
深、由表及里地挖掘和刻画，是我们
创作的出发点，而用“小家”呈现“大
厂”“大局”，则是我们的落脚点。这
也是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创排该剧的初衷和要义。

该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广州
话剧艺术中心原董事长、艺术总监
王筱頔表示，首钢精神是由一代代
首钢人用他们的生命凝结而成的，
这不仅是首钢面向未来的深厚文化
根基，也是首钢能够不断“再出发”
的勇气。

精雕细琢 融入现代表达

首钢精神是这部剧的核心，也
是该剧的一大看点。为了让首钢精
神这一核心在剧中体现得更加淋漓
尽致，用京剧的方式把首钢精神立
在舞台之上，在剧目前期筹备过程
中，主创团队多次前往首钢园采风，
并在叙事结构、作曲唱腔、舞美设计
等多个方面融入了现代表达。

在该剧编剧黄维若看来，历史
与现实交织成戏。创作现代新编京
剧《百年首钢》，旨在传承工业之魂，
展现辉煌与坚韧，让戏剧成为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因此，采风回
来后，他决定用生动的笔触将那些
为之动容的故事情节展现给观众，
通过舞台将激动人心的场景画面呈
现给观众，以创作的用心用情实现
作品的动心动情。此外，黄维若还
在个体叙事中融入了对社会议题和
时代价值的探讨，增加该剧的矛盾
冲突，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本着“好听、好看、具有教育意
义”的理念，戏曲音乐家朱绍玉为本
剧进行唱腔设计、作曲。“现在很多
现代京剧借助老歌曲以丰富其时代
感。主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百年首钢》这部剧的作曲中融入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的旋律是
非常得当的。这首歌不仅具有较强
的时代感，也能让观众更好地感受

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朱绍玉介绍，
考虑到这部剧是讲述首钢工厂附近
一个居住着几代首钢工人的四合院
的故事，希望通过对这个四合院居
住的首钢工人的工作生活的描写，
体现出首钢精神，但又为了避免现
代题材创作中高、大、全的主人公形
象，力求让这出戏的音乐更接地气，
让观众喜欢，因此，他在作曲方面融
入了北京、河北一带群众比较熟悉
的民歌《小放牛》作为这部剧的第二
主题，并对这首民歌进行了艺术再
创作。“在京剧中《小放牛》的曲调一
般是由花旦、丑行边歌边舞来演唱
的，这次用铜锤花脸来演唱，同样是
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气魄，不仅震
撼，又有着鲜明的地域性。除了在
开幕以及幕间出现外，在唱腔设计
上，更是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手法。
林宇生在剧中是一名首钢工人，在
他的唱腔中，不仅有西皮、二黄，还
有娃娃调，值得一提的是在反二黄
核心唱段中，直接以音乐代入慢板
起唱，当唱到‘那是一片汪洋海，锦
鳞化龙上云霄’时用笛子领奏，唱出
《小放牛》的旋律，明朗、亲切，当年
首钢到河北迁安建厂的一片美好愿
景立即呈现在观众眼前，给人以奇
特新鲜之感，既不离京剧本体，又富
有新意。虽然在唱腔设计、作曲方
面融入了新元素，但是这部剧还是
京剧，京剧本质上的老传统不能丢，
京剧的根本不能丢。”

“《百年首钢》的舞台主要由‘三
块钢板’和一个四合院的门楼组成。
其中四合院的门楼是主体形象，通过
这个主体形象可以告诉观众这部剧
的发生地点，也是告诉观众剧中情节
就是现实生活的身边事；‘三块钢板’
其实是 LED屏和冰屏，构建了整部
剧的戏剧空间。通过在这三块屏上
投射首钢不同时期的影像，展现整部
剧的时代变迁，为整部剧的剧情推进
烘托环境氛围，并对角色的精神世界
进行拓展以及具象化的刻画与呈
现。”据王筱頔介绍，除了运用 LED
屏和冰屏等现代化的舞美手段，为了
便于空间自由切换，转换自如，此次
舞台设计还加入了车台设计，让整出
戏显得更加流畅。

京腔京韵 唱响首钢精神

《百年首钢》剧中的林宇生由国
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一团党支
部书记、青年老生名家张建峰，北京
京剧院一团、优秀青年老生演员裘
识扮演；《百年首钢》剧中的韩青桐
由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梅兰
芳京剧团、青年梅派名家窦晓璇，国
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一团青年
荀派名家常秋月扮演。此外，《百年
首钢》还集聚了北京京剧院多名优
秀演员。正是各位演员更具“烟火
气”的表演让首钢精神更加真实可
感。

为了塑造好《百年首钢》中的林
宇生，其扮演者张建峰不仅翻阅了
大量首钢搬迁前后的资料，了解首
钢历史，还到厂区与多名不同时代
的首钢工人进行交流，从他们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捕捉首钢工人
特有的气质，把握他们的心态，并在
表演中加入了一些生活中的动作、
语言、表情等，通过这些细节上的处
理，丰富人物的生活气息。

《百年首钢》中扮演韩青桐一角
的窦晓璇介绍说：“为了塑造好韩青
桐这个角色，我还参考了传统京剧的
身段，并融入了‘小院’出身、工人子
弟的特征。作为青年演员，我应该踏
实沉下心来，把基础打好，用京剧艺
术的唱腔念白、身段技法，将首钢精
神表现出来，唱到观众心里，通过这
部剧让更多的人了解首钢精神。”

《百年首钢》林宇生的扮演者裘
识认为，林宇生在剧中的年龄跨度
有40年，但是这部剧是现代戏，因此

在扮演人物时不能用传统京剧的手
法将人物“老”的状态夸张地表现出
来，而是需要将现实生活中 60岁的
人状态融入到塑造人物中，这样才
能让观众接受并认可。“之前与常秋
月搭戏，也有过扮演夫妻的经历，对
于我塑造好《百年首钢》剧中角色也
提供了帮助。”

《百年首钢》韩青桐的扮演者常
秋月表示，旦角演员以小嗓见长，为
了更好地将成年工作后的韩青桐塑
造得更为饱满、真实，她采用了大小
嗓结合的方式处理念白，并在念白
时加入了一些语调上的变化。不仅
如此，为了表现韩青桐的羞涩，她还
借鉴了荀派花旦的一些动作。

除了林宇生、韩青桐，《百年首
钢》剧中居住在四合院里的其他人，
也对首钢有着丰富的情感，他们生
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也都体现着
首钢的历史变迁，而这也是该剧的
一大亮点。

剧中扮演迟爷爷的老生名家朱
强表示，这个角色可谓是百年首钢
的见证人。孑然一身的迟爷爷承载
着首钢人共有的情怀，全剧多处借
他之口叙述首钢重大事件，以此来
激励年轻一代。“迟爷爷是首钢众多
有觉悟的老工人的代表，他的言行
都是首钢基层员工的真实心声。”

《百年首钢》中何淑芳的扮演者
翟墨表示，何淑芳戏份不多，但是表
演层次是从中年到老年，跨度还是很
大的。演唱既要体现老旦的声腔特
点又要有时代特征。在念白、体态和
表演上，她会根据剧情的推进、年龄
的变化等进行调整和处理，进而让观
众感受到首钢工人对首钢的感情。

用心用情 引发观众共鸣

经过主创团队、各位演员的通
力协作、精心打磨，《百年首钢》演出
现场多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很多观众看后表示，该剧从老
一代首钢人的娓娓讲述首钢变迁，
到年轻一代首钢人的奋进勃发，看
到了首钢传统和首钢精神的传承。
几代首钢人居住的四合院也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首钢人之间的亲人情、
工友情、师徒情、爱情……让这部讲
述与时代接轨，改革中涅槃重生的
首钢故事“烟火气”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观剧的观众中
有一部分是首钢职工，他们看到某
些情节时更是热泪盈眶、备受鼓舞，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聊起剧情，首钢原动力厂职工、
人才开发院培训中心退休职工，同
时也是京剧爱好者的王文生立刻变
得滔滔不绝起来。在他看来，《百年
首钢》从编剧到演员阵容豪华，演出
精彩纷呈，让首钢广大职工观看后
非常振奋，非常激动。戏中展现了
首钢以率先搬迁调整的生动实践，
以倾情奉献奥运的实际行动，为北
京奥运会作出积极贡献，体现了首
钢人顾大家舍小家的主人翁精神。
无论是从比利时塞兰钢厂搬迁设备
的一幕，还是在曹妃甸风暴潮抢救
设备的一幕，都让他们这些身临首
钢转型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人感到非
常亲切，尤为骄傲和自豪。

首钢园服公司的赵志永在看完
现代京剧《百年首钢》后，陷入了思
考。“有个谜题在我心中追问：为什么
这部首钢发展史，无论以怎样的艺术
形式反复呈现，都会令人心生涟漪、
为之动容？历经沧桑、风雨飘摇，一
代代首钢人用钢铁脊梁撑住她勇毅
前行；改革承包、质的飞跃，首钢成为
工业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搬迁调
整，功勋首钢永载史册；华丽转型，

“双奥”之企，首钢在成为城市更新典
范的同时，也为奥运历史增添了一抹
不一样的风采……这就是答案，这就
是令首钢人引以为豪的答案。作为
首钢文旅战线一员，讲好首钢故事是

我们的职责，让首钢精神永放异彩是
我们的使命，一支有追求的团队，我
们准备好了！”

首钢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
全礼在观看《百年首钢》后激动地
说，《百年首钢》这部剧编排得非常
好，不仅将自己带回了 30多年前首
钢快速发展的时候，也让自己回忆
起 10多年前，首钢搬出石景山的时
候。王全礼认为，这部剧用生活化
的场景，身边人身边事的方式展现
首钢人对首钢的情感，进而展现首
钢精神是非常新颖的，比起通过说
教式的展现更为生动真实、触及内
心，让观众能够在沉浸中去回味，去
反思。

北京市劳动模范刘博强是“钢
二代”，他在首钢工作了 27年，干过
轧钢工、维检工、焊工。在他看来，
《百年首钢》将京剧艺术与钢铁文化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带给观众视觉
与听觉的双重冲击，非常震撼。
2017年，刘博强与冬奥会结缘，成为
首钢园的第一代制冰师。因此，他
还表示，《百年首钢》也将首钢服务
冬奥会、服务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的过程用现代舞美的方式展现了
出来，这也让他备受鼓舞。“我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更加坚定信心，接续
首钢精神，作出新的贡献。”

砥砺前行 只为好戏连台

近年来，北京把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摆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突出位
置，举全市之力做好首都文化建设
这篇大文章。

北京京剧院作为首都重要的文
艺力量、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主力
军”，用京剧语言讲好北京故事，用
舞台作品反映时代风貌，在“质”与

“量”方面多措并举，以实际行动擦
亮“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

在艺术品质方面，北京京剧院
每年挖掘整理一定数量的京剧骨子
老戏，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
使经典老戏重现舞台；对新创剧目
把关定向，推动文艺创作守正创新，
使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对新创剧目的加工提高
永不止步，新创剧目历经数度加工
打磨，舞台呈现日益精致，艺术水平
稳步提升。

在演出量方面，在全国京剧院
团中，北京京剧院年度演出场次始
终名列前茅。目前，北京地区几乎
每天都有京剧演出，2024年“五一”
国际劳动节更是创下 5 天 22 场演
出、日均演出超4场的纪录。

此次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百
年首钢》，不仅是北京京剧院擦亮

“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又一力
作，也是北京京剧院和首钢集团集
结各自领域资源优势，朝着双向奔
赴、相互成就、合作共赢目标迈进的
探索。在为弘扬好百年首钢精神、
敬业奉献精神、创新发展精神作出
贡献的同时，更为文旅融合、院企融
合树立了典范。

对于北京京剧院今后的工作，
秦艳表示，未来，北京京剧院将以坚
定的信仰信念、强烈的使命担当、全
部的智慧力量，持续为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首先坚持将精准选题作为创作工
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把好‘源头关
’‘初始关’。其次是坚持将剧目创
作与行业资源、服务对象、市场受众
相结合，努力实现社会效益、艺术效
益、经济效益‘三丰收’。再次是坚
持将挖掘整理、加工复排的传统剧
目作为丰富京剧文化供给、强化艺
术“活态传承”的重要手段。最后是
坚持将剧目创作与梯队建设有机统
一、协同联动，以不同类型的剧目创
作助推人才队伍的整体布局、长效
建设、接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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