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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洁

紧扣时代脉搏，
写出乡村“行进的步伐”

乡村振兴，写在大地上，演在舞台上。围绕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这一重要课
题，江苏用近十年的实践交出一份高分答卷，也
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富矿”。

“在江苏，我可能是农村题材戏写得最多的
编剧！”60后袁连成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是
盐城市一位多产剧作家。近15年来，他有三分
之一的时间在苏北农村度过，和农民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写下了40多部乡村题材剧，涵盖淮
剧、淮海戏、扬剧、黄梅戏、丹剧等多个剧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常年“泡”在苏北农村
的袁连成敏锐地发现，乡村的基层带头人——

“村官”身上特别有戏。他用十年时间，为涟水县
淮剧团创作了“村官三部曲”：《鸡村蛋事》，一位
叫常莹莹的大学生村官来到苏北田庄后，助推老
支书转变观念，把村子建成了有名的养鸡村；《留
守村长留守鹅》，偏僻的汇水村，村长陆二黑带领
留守妇女养鹅致富；《村里来了花喜鹊》，文化扶
贫干部“花喜鹊”，返乡工作后利用喜鹊村原有自
然、历史条件，挖掘非遗文化“淮海锣鼓”，用文化
和乡愁将喜鹊村改造成“最美村庄”，走上一条特
色脱贫之路……

为什么对“村官题材”情有独钟？袁连成说，
农村是他取之不尽的题材库，农民是他创作乡情
的新导航。“过去我在农村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留守的老人年纪又大了，以
致于有的村庄连村书记都选不出来了。如今一
大批优秀的大学生和青年干部响应国家号召，积
极投身到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去，他们为乡村建设
带来新的视野和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这些精彩
的变化值得书写。”

十年来，像袁连成这样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深
入生活，精心创作，让乡村振兴“行进的步伐”在
江苏舞台上留下了一个个踏实的脚印。

由省文化厅出品的原创话剧《枫树林》2013
年在南京首演，该剧以吴仁宝、常德盛、郁全和、
李元龙、张雅琴等一批江苏好村官群像为生活原
型，讲述了南京郊区枫树村村官向南生命最后
90天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位优秀村支书的感
人形象。该剧后来又被改编成京剧《向农》。

由滨海县淮剧团创排的淮剧《首乌花开》讲
述了“第一书记”于思和来到大淤村扶贫，克服重
重困难，最终带领村民们通过规模化种植首乌脱
贫的故事。在题材上聚焦产业扶贫的生动实践，
舞台与现实“零时差”。

围绕一张私人消费发票能不能报销，阜宁县
淮剧团的《十品半村官》展开一波又一波喜剧冲
突，勾勒出一则“谁来管村官”的现实故事。“小小
村民主理财小组组长，不是‘官’却管着‘官’，展
现的是我们中国农村文明的进程。”一名观众如
此评价。

“黑马村没马，但黑马村的人要以梦为马，
还要一马当先……”这是话剧《白马河畔黑马
村》中的一句慷慨誓言，喊出了乡村振兴的决心
和信心。作为2021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剧目，该剧构建了两代村
支书接续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关注新时代农
民的所思所想，展现重塑绿水青山、重树精神信
仰的动人故事。

扬剧《亚夫新传》讲述的是镇江农业科学研
究所原所长赵亚夫在戴庄推广生态循环模式种
植水稻的故事，以绿色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编剧陈明坦言，采访赵亚夫及其团队的过
程，让他想到了采访袁隆平的经历。“大家都知道
袁隆平追求高产，但我采访过袁隆平团队，他有
另外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人不仅要吃
饱，还要吃好，而所谓的吃好就是做循环农业。
两位农业科学家为什么想到了一起？就是因为
绿色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

“到底什么是乡村振兴？农民应该怎么当？
科学家应该怎么干？当地的决策层究竟该如何
做好乡村振兴发展的规划？”陈明认为乡村振兴
剧来源于乡村，也能反过来带给乡村一种思考。
他将焦点对准了农民科学家这一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带给农民的新眼光、见识和信心，也将赵亚
夫掏心窝子的话搬上舞台——土地是爹，土地是
娘，它养活了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程度
多高，我们还是要把土地当成爹娘一样孝敬！

彰显江苏特色，
呈现“丰满又多元”的乡村

全力奔跑的中国乡村，不啻“千人千面”。如
何挖掘江苏各地的特色，呈现最为丰满、立体同
时又个性独特的新乡村面貌？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以高晓声笔
下的“陈奂生”这个IP为主角，抒写了农民在各
个历史时期，为土地、为生存、为吃饭问题挣扎、
煎熬的心路历程。土地的归属问题是这部剧的
核心矛盾，究竟是固守土地做传统农民，还是将
土地交出，转型为领退休金的工人？这成了晚
年陈奂生面临的新选择。该剧以小人物的命运
波折反映家国沧桑，同时写出了农民善良和坚
韧的个性。

长江十年禁渔，江苏近3.9万名渔民全部“洗
脚上岸”，他们未来的生活怎么办？继《陈奂生的
吃饭问题》之后，常州市滑稽剧团今年带着全新
力作《黑皮书记》登上舞台，展现长江大保护的时
代背景下新时代的军民鱼水情。常州市文化艺

术研究所副所长、编剧张军告诉记者，在创作时
他走访了常州十多个村庄，其中春江镇上岸转型
当护鱼队的一群渔民是他重点描摹的对象。

江苏乡村形貌多样，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盘
活现有文化IP，也成为“退捕渔民”走向新生活的

“抓手”。
江苏省淮海剧团国庆前刚刚首演的淮海戏

《荡湖船》讲述的就是苏北洪泽湖边一个渔村如
何挖掘恢复民间传统“荡湖船”、建成“荡湖船”民
间文化特色村的故事。通过命运沉浮的篾匠“皮
二”背倚传统文化、走向新的小康生活的故事，展
现了将民间非遗融入乡村振兴的探索，歌颂了乡
村工匠精神。

袁连成今年还有一部新戏是由淮安市淮剧
团演出的现代淮剧《村官八把手》，被称为江苏第
一部河长大戏。《村官八把手》以淮安秧歌“格咚

代”为创作素材，在突出时代性的基础上，融入了
生活化和戏曲化元素，注重乡村特色和喜剧特
点，以散文诗般的画面再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
下的运河农家生活。袁连成说：“江苏是全国唯
一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运河’的省份，
水域面积占16.9%，位列各省之首。在全省各级
约5.7万河长中，‘村级河长’又是创新亮点。我
要把水韵江苏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题材优秀艺术作品创作，
今年7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发挥江苏
省“文华奖”“五星工程奖”评选导向作用，加大对
乡村题材艺术作品创作的扶持力度，推动创作辅
导孵化。引导演出企业、演出团体、艺术院校、艺
术工作者深入乡村、扎根基层，组织推出一批反

映农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剧目。
“乡村振兴不光是盖了多少房子、修了多少

路，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乡村一种关于未来的眼
光和信心。”早在十几年前，陈明就在全国率先创
作了留守题材舞台剧《十品村官》，不仅获得曹禺
文学奖，也入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
部优秀剧作典藏”。

“打工潮兴起的时候，农村的年轻人都跑光
了，我就写了一个逆向行走的年轻人，他本来也
要去打工，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留下来做了村民
小组长。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情感发生了
重大变化，最后他说：进城打工是农民发财致富
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我们的脚下就有黄
金在，只要自己肯苦肯干，把家乡建设好也是一
条致富之路。”

数十年深耕乡村题材，陈明最大的感受是，

乡村题材剧的创作，不能光看热闹，缺少思考；不
能只追求主题的重大，而缺少动人心弦的力量；
在以情动人的同时，更不能忘记要产生让人心灵
震颤的力量。怎样才能讲好乡村故事，陈明认
为，创作乡村振兴题材，绝不是三两天深入农村
生活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真正地“扎”进去，“不仅
对整个乡村的历史走向有所把握，还要对接大时
代，对当下有精准的分析，由内而外塑造乡村的
品格。”

现在江苏的乡村振兴题材剧创作主要集中
在苏北一带，陈明认为，相比于苏南、苏中一带活
跃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前沿性的探索和尝试，
我们乡村题材的舞台创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从“演给农民看”，
到“走到全国去”

“近年来，江苏舞台创作旺盛，以这五年为
例，每年全省创作的大型剧目在60部左右，其中
聚焦乡村题材的，大约在10—15部。”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艺术处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省乡村
振兴题材的舞台剧创作，以苏北一带流行的淮
剧、扬剧、淮海戏等三个剧种为主，从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个
维度展现了我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不仅数量多，
质量在全国也“叫得响”。

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话剧《枫树
林》脱颖而出，一举摘得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
奖——文华大奖。当时已有多部影视、戏剧作品
描写过村官题材，要想吸引观众，必须找到新的
角度。为此，编剧孟冰三次深入江苏农村，采访
了吴仁宝、常德盛等多个先进基层干部典型，在
六合区大泉村李元龙家探访时，看到脸上写满沧
桑的李元龙母亲，孟冰感触良多，“对外人来说，
李元龙是个好村官，但对母亲来说，儿子离开的
伤痛是一辈子的疼痛。假如生命再给他们一次
机会，他们会对亲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希
望观众从这个角度感受乡村基层干部的不易。”
把乡村基层干部还原成普通人，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主人公不再是传统的“高大全”，而是一个
充满人性光辉的普通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
天动地的业绩，却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让
观众感受一名普通党员的精神境界。

2019 年，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又
以戏曲类全国第一的成绩荣获第十五届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陈奂生一家
关于“吃饭”的欢笑和泪水、经验和教训，说的
是农民情、讲的农村事，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
与中国的发展。

在很多重要奖项中，乡村振兴类题材剧作成
为近年来的得奖“专业户”，它们也将江苏新时代
农民的精神风貌“立”于舞台之上。其中，淮剧
《留守村长留守鹅》《十品半村官》获省文华大奖；
淮剧《留守村长留守鹅》《鸡村蛋事》获省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淮剧《十品半村官》《村
里来了花喜鹊》《首乌花开》以及话剧《白马河畔
黑马村》分别获2018—2021年紫金艺术节“优
秀剧目奖”。

在一轮轮的精心打磨、不断上演中，江苏乡
村振兴的故事从家门口走向全国舞台，辐射更多
的人群。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创排至今除了在江苏
演出外，还受邀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辽宁、
山西、山东、河北等八省市演出，目前已累计上演
近200场；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故事的锡剧
《追梦路上》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时，在央
视网等上线展播总浏览量突破1300万人次。县
级剧团创排的《村里来了花喜鹊》《首乌花开》，分
别受邀参加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
目展演和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反响强烈。

登得上首都大剧场，下得了乡村打谷场，带
着大戏小戏精品，请农民们检验“演得真不真、像
不像”。被评为“全国文旅系统先进集体”的涟水
县淮剧团，无疑是江苏乡村振兴舞台剧创作的

“大户”。
“只要车开得进的地方，舞台就能立马搭起

来。”这些年，流动舞台车载着涟水县淮剧团的演
员，穿梭在一条条乡间小路上，为百姓送戏到家
门口。每次剧本出来，他们会不厌其烦地邀请专
家和群众代表开数十次研讨会。从产业扶贫到
乡村文化复兴，从物质富裕到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县级小剧团用十年奋斗，创造了戏剧界的

“涟水现象”。在演绎扶贫故事的同时，剧团自己
也脱了贫，从“演给农民看”到走向全国舞台，乡
村剧团的振兴本身也是乡村振兴的一种体现。
继“村官三部曲”之后，涟水县淮剧团又在继续谱
写“党员三部曲”，首部《哎呦，我的憨哥哥》讲述
的是苏北螺螺村普通党员王补丁带领老百姓在
新农村建设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故事，将
苏北农村基层党员的无私奉献“立”在了舞台上，
告诉观众“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面对“乡村振兴”这样宏阔的时代命题，张军
感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课题，是一口深井，是舞
台艺术创作值得深掘的宝库。“这里有新和旧的
碰撞，美和丑的较量，真和假的激荡；有逝去的忧
伤，也有新生的喜悦；有离开的遗憾，也有归来的
奉献。”而在陈明看来，以什么样的眼光、立场和
情感来进行艺术创作，最终决定了作品的呈现。
他说，“相信未来江苏乡村题材舞台剧会不断推
出更有大气象的作品。剧作家也要像作家柳青
一样，真正走到农民中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嘘寒问暖！”

写在大地上 演在舞台上
——十年来江苏百部舞台剧打开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江苏乡村振兴十年交出靓丽答卷，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也被文艺工作者以戏剧

的形式“记录”在舞台上。十年来，江苏广大文艺工作者直面时代课题，以人民为中

心，扎根基层，创排了上百部大型乡村舞台剧，其中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话剧《枫树林》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村里来了花喜鹊》入选全国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展演剧目。 从“十年”看“十年”，舞台上演的精彩剧

目，漫卷的正是江苏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戏剧创作旺盛，成
绩斐然，四获国家文华大奖、三获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被业内人士誉为“江苏现象”，其
中乡村题材戏剧创作因其量丰质高而分外引
人瞩目，成为新时代江苏戏剧创作版图中的

“高光部分”。
乡村题材戏剧涉及剧种众多，江苏现有剧

种几乎均有所表现，获得国家文华大奖的话剧
《枫树林》、淮剧《小镇》和获得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是其中的
佼佼者。这些剧目风格各异，多姿多彩，个性
鲜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征，那就
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特别是以淮剧、扬
剧、淮海戏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剧目，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非常接地气、有生气。这些剧目之
所以能够为基层群众喜闻乐见，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它们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
大部分都“生于斯长于斯”，始终扎根农村基
层，真正贴近群众生活，将人民群众日常的所
作所为、真正的所思所想“原汁原味”地搬上了
舞台，才使得这些剧目能够具有江苏风貌、反

映基层生活、符合群众审美。
蓬勃发展的社会实践为舞台艺术创作提

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新时
代江苏乡村题材戏剧创作始终紧跟时代步
伐，立足当下，聚焦现实，生动创造出一个丰
富多彩、触手可及、摇曳生姿的“舞台乡村”。
从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话剧《枫树林》、
京剧《向农》、淮剧《首乌花开》《留守村长留守
鹅》、淮海戏《胖婶当官》，到描绘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淮海戏《孟里人家》《荡湖船》、淮剧

《大喇叭开始广播了》《村里来了花喜鹊》、扬
剧《小花旦当官》，再到聚焦农村环保建设的
柳琴戏《矿湖情缘》、淮剧《村官八把手》以及
探究乡村治理改革的淮剧《十品半村官》，新
时代江苏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均在舞台上得
到充分体现，全方位、立体式、多层面地构建
起一幅江苏乡村图景。

新时代江苏乡村题材戏剧创造了众多
富有时代特点、充满人格力量、蕴含艺术魅
力的艺术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用他们在
舞台上的喜怒哀乐，映射和弘扬了江苏乡村

人的时代精神。话剧《枫树林》中的村支书
向南，用生命最后九十天的故事，向我们诠
释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和高贵
品格；扬剧《亚夫新传》取材于真人真事，不
仅将“时代楷模”赵亚夫的形象成功树立在
舞台上，更有力弘扬了奋斗、为民、创新、付
出的“亚夫精神”；以淮剧《鸡村蛋事》《留守
村长留守鹅》《村里来了花喜鹊》“村官三部
曲”为代表的众多反映村官事迹的剧目，塑
造出了投身乡村建设、带领农民致富、敢于
担当作为、各具性格特征的江苏基层干部新
形象；话剧《索玛花盛开的地方》、锡剧《追梦
路上》、锡剧《追花》等剧目塑造了江苏对口
支援外省贫困地区的志愿者、干部、教师的
动人形象，展现了江苏人无私奉献的时代精
神……这些戏剧人物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
度，是艺术家们创造的结果，更是江苏新时
代乡村建设者的真实写照。他们来自于广
阔深厚的江苏大地，活跃在全省全国的舞
台，更深深地印在了观众们的脑海，也必将
久久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

深植基层大地 高扬时代精神
——新时代江苏乡村题材戏剧创作掠影

□ 许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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