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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 锋

“连环画《雾都报
童》，是我难以磨灭的
童年记忆，也让我对
《新华日报》的历史产
生了浓厚兴趣。”1月
11日是《新华日报》创
刊85周年的纪念日，
谈到“新华小报童”，南

京藏书爱好者周冰的话匣子打开了，
他收集的与“新华小报童”有关的连
环画、图画书多达七八种，在泛黄的
纸张中，这位70后藏书爱好者内心
藏着一份深深的“新华情结”。

上世纪70年代末，一系列讲述
“新华报童”的文艺作品成为无数中
国人的集体记忆。1977年10月，作

家陆扬烈和冰夫创作的小说《雾都报童》定稿。次年3月，
《雾都报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78年9月，邵冲
飞、朱漪等创作的六幕儿童剧《报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此后，人民美术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人
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同名连环画《雾都报童》，由马振声、
朱理存、胡博综等名画家创作，产生广泛影响。1978年
3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儿童剧《报童》。1979年，
儿童剧《报童》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报童》，
由钱江、赵元联合指导，在片中扮演周恩来的是著名
特型演员王铁成。

当年，江苏著名连环画家胡博综，为创作《雾都报
童》专程赴重庆采风一个多月，了解当地的地貌特征、
风土人情。那时,胡博综坐在重庆的街头写生，从清

晨画到天黑，沉浸在绘画中的他从没觉得辛苦。他创作的《雾都报
童》，每一个场景、实物都来源于真实生活，每一个人物都有据可查、
有典可考。

因为收藏“新华小报童”连环画，周冰对《新华日报》的历史进
行过追寻。上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
的封锁，建立了一支报童队伍。孩子们的任务是送报、卖报、发展
订户。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每天清晨，报童们头顶烈日或风雨，
走街串巷，冲破特务的阻挠，将《新华日报》送到人们手中。《新华日
报》还是一所革命大学校，孩子们在这里的生活受到悉心照料，思
想觉悟不断提高，学到了革命的道理，成长为“新华方面军”的小尖
兵。

在连环画中，“雾都报童”故事高潮是周恩来同志带领报社全
体人员和小报童们，冲破封锁，上街散发报纸。这也有史实可依
据。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登载周恩来同志的题诗：“千
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发
动“皖南事变”的暴行。当天一大早，很多售卖《新华日报》的报童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周恩来听说后，亲自到警备司令部交涉放
人，并要回被扣的报纸。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亲手将当天的《新
华日报》散发给了路边行人，向人们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周冰将自己收集的各种《雾都报童》的连环画、图画书视为
传家宝，不但自己经常翻看，还常常与年轻人一起分享这份红色
记忆。不久前一次社区活动中，他就给孩子们带去了多种版本
的连环画《雾都报童》，一起翻看这些或黑白或彩色的图画，周冰
将以罗川儿、石雷、草莽、腊月为代表的报童故事娓娓道来。

连环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报童们自豪地说：“我们新华
报馆就是一支‘新华军’，我们是一个小兵！”周恩来勉励孩子们：

“要记住，我们的武器就是《新华日报》，多发行一份，就是多一发
射向敌人的子弹！”

“让孩子知道‘雾都报童’，不单单是在宣讲《新华日报》的光
荣历史，更是用报童们的经历告诉下一代，要永远跟党走，为人
民谋幸福。”周冰说。

我们是“新华军”的小兵
□ 本报记者 陈 洁

在《新华日报》走过的85载岁月中，一段“新华方面军”
的独家报史在戏剧舞台缓缓打开。百年党史的新闻叙事，嘹
亮动人……

2022年2月25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
游厅指导，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联合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出品
的话剧《新华方面军》，在江苏大剧院首次亮相，以诗意的笔
触、巧妙的构思、丰满的形象，让观众以报史学党史，重温党
的初心使命。

毛主席曾经说《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
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点明了《新华日报》的独一
无二。立在舞台上的这一部《新华方面军》也让人眼前一亮：
手摇印刷机、带有《新华日报》烙印的铅板以及一张张泛黄的
老报纸，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重现；“新升隆”号遇袭、《新
华日报》移渝出版、“抢米事件”、“皖南事变”、《屈原》公演、
《新华日报》撤离等重大历史、文化事件接踵而至；“本报深愿
与读者诸君及全国同胞共举坚持抗战之旗帜，在战争的洪流
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的发刊词在剧院
上空回荡……

“以一张报纸为题材，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在中国国
家话剧院一级导演、第十七届中国文华奖导演李伯男看来，
《新华日报》用笔和镜头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历史，自
身也成为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将《新华日报》搬上舞台，不仅
是对报史、党史的一次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也为新时代
文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一次很有价值的探
索和尝试。“在不断对焦《新华日报》的过程中，包括我在内的
所有主创人员，都和《新华日报》产生了一份浓厚的感情，被
风云跌宕之中新华报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所感染。新闻人、
文化人的人生抉择、精神高度，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具有强
烈的现实主义温度，这也是创排该剧的价值所在！”

《新华方面军》以1938年至1947年《新华日报》之诞生
成长为背景，以新华报人在时代风潮中的奔腾聚散为主线，
以部分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脉络、载体，贯连今昔，完成对

“新华方面军”的绘写与礼赞，呈现了一台具有史诗气质的舞
台作品。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创作！”回溯整部剧的创作历
程，国家一级编剧、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坦言，
《新华方面军》文本创作难度极大，但题材的意义重大让她最
终接受挑战。在写作过程中，她常常被自己笔下的“新华人”
在烽火中的坚忍、勇毅、坦率、可爱所感动。

在《新华方面军》中观众看到，被称为“《新华日报》创始

天团”的六位重要人物——周恩来、
潘梓年、华岗、熊瑾玎、吴克坚、何云
一一“登”上舞台，但话剧的真正主角
却是秦一江、杨子斋、于锦如、梅容这四
个虚构的年轻人。对于这样的选择和
取舍，罗周表示，在创作之初，她也曾考
虑围绕《新华日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灵
魂人物周恩来展开办报故事，或者以新
华日报时任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和吴
克坚为第一主人公来写，但在花了大量的
时间阅读卷帙浩繁的历史材料，翻遍了9年
间的3231张《新华日报》后，她决定将舞台
的空间留给报人群像的塑造，将“小人物”的
生命滴水抛入时代的巨浪，看他们怎么跌宕
起伏、怎么坚持呐喊、怎么奔腾入海，在浩荡的
乱世中，以极平凡极渺小的生命，绽放令人动
容的光华。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虚构人物，但四位主
人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原型支撑，他们又分别是
《新华日报》编辑室主任、采访部记者、经理部及校
对部职员，基本涵盖了报纸工作的主要方面。

2022年11月5日，《新华方面军》登上更大舞
台，在2022紫金文化艺术节上，该剧收获了百万线上
观看人次，得到了专家、观众的一致好评，被评为2022
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该剧主演隋剑超获得

“优秀表演奖”。
“江苏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革命斗争年代，涌现了

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为今天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灵感和素材。”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撰文
称，《新华方面军》是一部诚意和创意俱佳的作品，以大量
真实的细节，展现了《新华日报》“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江苏省国画院副研究员王飏看来，
在1938—1947年新华日报社经历多次搬迁，遭遇日帝轰炸
和国内战争，在繁复浩瀚的历史事件之中，要演绎它的发展变
迁，并在短短的两小时演出中充分展现出来并非易事，话剧以
老报人口述历史的方式代入剧情、抓住典型事件、穿插感情副
线、诗意呈现等艺术手法，再现了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

话剧《新华方面军》不仅是一代代报人新闻理想的传承，
也是当下的青年观众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次对话。“期待
这部剧能够不断打磨，走到更多、更大的舞台，让今天年轻的
观众，通过报人这一独特的视角，触摸历史的厚度，体会红色
的热度，感悟文艺的温度！”李伯男说。

《新华方面军》:

百年党史的新闻叙事，嘹亮动人

1月11日，在烽火硝烟中诞生的《新华日报》迎来了自己85岁的生日。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走过了波澜壮阔的85年，它已不仅仅是一张

报纸，也是红色党史中一份鲜活的标本，其辉煌的历史更成为众多文艺作品创作的源泉。一本连环画、一

部电影、一台话剧，呈现了一张党报走过的峥嵘岁月，而作品中凝结的“新华精神”，更成为一代代新华人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穿越烽火，
在文艺作品中感受“新华精神”

□ 本报记者 王 慧

1978年3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了儿童剧《报童》，轰动一时。1979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报童》改编为电影，搬上了大银幕。很多人通过这部电
影，记住了石雷、草莽、腊月等一群勇敢的新华小报童的名字，他们在周恩来副
主席的关怀下，在《新华日报》的培养下，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在战斗中迅速成
长。而影片中的小报童腊月的扮演者，正是南京籍演员薛白。

1977年，14岁的薛白从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儿童剧演员班，
当时班里都是一群十多岁稚气未脱的孩子，同班的同学还有蔡国庆、许亚军等。

上中戏的第一学期，班里老师便找到薛白，说电影《报童》正在寻找小腊月
的扮演者，让她去试一试。导演钱江一见到薛白，立马拍板：“腊月就是她了！”

自此，薛白开启了自己和《新华日报》的缘分。
在电影《报童》中，腊月在父母双亡后，随着失明的爷爷从江淮逃难到重

庆。因生活所迫，腊月想卖掉自己以养活爷爷，却险些让人贩子抢去。在报童
石雷的帮助下，腊月成为了《新华日报》的报童，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并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进了剧组之后才发现，除了我是一个‘真’孩子，其他
主角都已经是成熟的表演艺术家，功力深厚。”跟一群老演员搭戏，薛白心里既
紧张又懵懂，“好在组里的前辈都很宠爱我，每个人都会教我，这个地方该怎么
演，那个场景该怎么表现。”薛白说，拍摄时，导演还亲自示范，指导她上街卖报
的动作，“导演告诉我，卖报时不能胡乱把报纸揪在手中，而是要发自内心地珍
惜和爱护手中的《新华日报》，将报童的坚强和自信展现出来。”

薛白清楚地记得，拍摄《报童》时恰逢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导演带着剧组演
员一起去重庆采访，体验生活。而正式开拍之后，为了赶进度，整个剧组都没有
回家过年。拍摄时，其中一场哭戏令薛白记忆犹新：当报童石雷得知自己父母

惨死痛哭流涕时，腊月深受触动，动情地讲述起自己的身世。
薛白说：“腊月身世凄惨，这一段我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情感，
一定要哭出来，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哭不出来。”

“那时胶卷很宝贵，拍摄时必须一遍过，所以我暗暗跟自己
较劲，一定要哭出来，不能给剧组拖后腿。”为了尽快进入角色，
拍摄当天，薛白憋着一股劲儿，不和任何人说话，一个人偷偷跑到
墙角酝酿情绪。等到正式开拍时，她瞬间入戏，流泪讲述了自己
的悲惨经历，自然细腻的表演赢得了剧组上下夸奖，“大家都说：这
小姑娘可太会演戏了！”

在影片《报童》中，扮演周恩来的是著名演员王铁成，为了演好
周恩来这个众人敬仰的伟人形象，王铁成不仅阅读了大量书籍，而且
还多次走访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他说话的腔调和语气，体会
他的一言一行。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为了阻止《新华日报》对“皖
南事变”的报道，国民党利用停电阻挠报纸出版。紧急关头，周恩来带
来了发电机，恢复了报纸的正常出版。看到站在一旁的腊月，周恩来亲
切地走过来，给她系上了自己的围巾。而这一张经典剧照，也登上了
1979年第4期的《大众电影》封面。

每每看到这张剧照，儿时受到周总理接见的情景，就会涌上薛白的心
头。薛白告诉记者，自己六七岁的时候，就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担任报幕
员，曾经和周总理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周恩来总理一直很关心南京小红花
艺术团，那时候，他经常带着外宾来看我们演出，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周总
理上台接见小演员，拉着我们大家的手不停地说：‘太冷了，孩子们太冷，赶
紧加衣服’，还嘱咐我们回去多喝姜汤。”

如今已经59岁的薛白，即将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退休。她说，每每看到《新华日
报》，内心总洋溢着一种亲切感，“《新华日报》是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
报纸，一路见证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而我也因为《报童》这部电影，走进
了《新华日报》的历史，并且通过艺术的形式将新华精神、报童精神传承下去。”

因为《报童》，
她走进了《新华日报》历史

□ 本报记者 吴雨阳

“卖报，卖报！《新华日报》！”舞台上，一群报童奔跑在
街头，高声叫卖，把一份份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油印报
纸送到读者手中，让观众的思绪溯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
重庆。43年前，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演出的话剧
《报童》风靡全国。43年之后，中国儿艺重新将其搬上舞
台，再现《新华日报》从战火中一路走来的历史，致敬革命
者崇高的理想信念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旧版《报童》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
变”为背景，讲述了新华日报社的一群小报童在周恩来副
主席的教育、关怀下，在新华日报社的培养下，在战斗中
迅速成长的故事。“经典复排，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艰苦
创造。”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说，新版《报童》的重
要意义在于，让当今的观众看到了当年以周恩来副主席
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代革命者的精神，
一种敢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在任何困难之下都绝不退

缩，绝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建党精神正是这部戏包含的重要内容。”
“和伟大的作品相遇，是有机会接近伟大的。这个戏的源头是《新华日报》，传承的是新华

报人的精神，必须追根溯源。”此次复排经典，让国家一级导演焦刚与《新华日报》结下了不解
之缘。在疫情严重的2020年，他克服困难，只身赶赴重庆渝中区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饱
览当时历史照片200多幅，历史文献档案资料数十件，全身心去感受新华报人们当年生活、
工作的环境，走英雄走过的路。“看到他们的宿舍、床铺，能想象当年条件有多么艰苦，可能
不断有敌人的骚扰，不时需要翻窗出去躲藏。”焦刚感叹道。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重庆老
城区那些高耸的台阶。重庆地貌，土地坡面大，各种山势环绕。当年，报童们在“山城”上
下来回穿梭，忍饥受寒，经常挨国民党警察、特务的打骂，却始终与反动派斗智斗勇，一心
要把报纸送出去、卖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党的声音……

“这不仅是经典再创新，也是一份延续红色信仰的赤诚之心。”焦刚带着珍贵的照
片、资料和满满的回忆返回北京，把自己的感受感悟传递给整个主创团队，在创作中融
入山城特色、报纸元素和峥嵘精神。他把位于总馆旧址大楼里拐角的一台电话进行了
原比例复制，放在新版《报童》舞台的醒目位置，演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以此与
何应钦通话，怒斥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团队还将总馆旧址里展出的报纸打
印成册，现场演出的最后，周总理带着众报童在“街头”分发这些“报纸”，舞台下许多
家长拿到后不禁热泪盈眶，告诉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这张报纸，因为它讲的
是英雄的故事……”

剧中主角石雷的扮演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演员宋建霖告诉记者，这是
他第二次接触以报社、报刊、报人为线索的现实题材剧。“我认为，报纸实际上就是
当时中国人的觉醒之窗，是中国人思想解放、开眼看世界的机会，追求真理的窗
口，它也把那个时代的精神传递到了现代。”宋建霖由衷地说，“在戏里走过战火
纷飞的年代，更希望用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内心情感，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受到
在当时有那样的一段厚重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传承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的革命信念。”

经典复排，走英雄走过的路

一部话剧

一本连环画

一部儿童剧

一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