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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京剧表演意韵，儿童剧新作《戏娃》亮相反响热烈

以戏为媒，为儿童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讯 区税务局、西城街
道、金坛新华书店、大雅读书会
日前联合举办“最是书香能致
远·青春建功新时代——悦读·
悦享·悦青春”主题读书活动。

钟海连是美国夏威夷大学
访问学者，被聘为贵州省智库专
家、南京大学商学院 MBA 兼职
导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

授；杜秀玲是全国最美家庭、常
州市五好家庭、常州市三八红旗
手获得者；大雅读书会是一个公
益读书组织，秉承“以文会友、以
友辅仁”的宗旨，长期致力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书友们
提供了一个了解国学、亲近优秀
传统文化的窗口。他们分享了
读书体会，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金坛新华书店进行了赠书
仪式，精心为大家甄选了“本月精
彩”荐读书单。

蒋建君 李春云

本报讯 近日，薛埠镇社区
教育中心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塑”的金坛代表性传承人潘
俊芳，来到薛埠镇茅麓小学进行

“面塑”技艺培训。

通过本次非遗手工制作活
动，锻炼了孩子脑和手的动作协
调性，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到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对面塑的
制作和工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

认识。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传统
文化，唤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意识，对打造社区特
色文化品牌，宣传非遗文化起到
积极作用。 贺月华 蒋建君

我区举行“悦读·悦享·悦青春”主题读书活动

薛埠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1.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您知道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梦想。
2.你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吗？能

说出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吗？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你知道我们金坛有哪些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吗？
金坛区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有：殷雪梅、周

英仙、顾锁保、严清华、潘小平、邓莉芸、陆旭东等。
4.你知道我们正在建设什么级别的文明城市

吗？
全国文明城市。
5.你有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

的精神是什么？
答：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6.“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哪些传统节日开

展？
答：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传

统节日。
7.未成年人“八礼四仪”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是

指什么？
八礼：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

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仪式之礼。
四仪：7岁入学仪式、10岁成长仪式、14岁青

春仪式、18岁成人仪式。

建设文明城市常识问答建设文明城市常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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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下午，金坛华罗庚
艺术团携带新作《戏娃》在常州
大剧院上演。就在这一天，金坛
华罗庚艺术团升格为江苏省儿
童艺术剧院。当揭牌的那一瞬，
那个说“大幕一拉开，我们就能
演”的华罗庚艺术团团长史国生
红了眼眶，太多的感怀在这一刻
凝聚。

儿童剧就要演给孩子看

《戏娃》作为国内第一部“以
戏曲进校园为题材，以国粹京剧
诸多戏曲元素为综合艺术基因”
的儿童剧，讲述了梨园世家后代、
五年级学生庄石兰与父母和同
学之间对待传统戏曲的矛盾纠
葛，生动演绎了新一代人传承中
华戏曲的梦想追求与纯真情感。

众人骑着电动车雨中寻找
两个离家出走的孩子、“美猴王”
脸谱面具被妈妈撕裂后主人公
庄石兰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随着剧情的跌荡起伏，观众时而
落泪，时而欢呼，时而掌声雷动。
这部剧给孩子们的心灵们带来
了启迪与感动，“庄石兰在学习
的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坎坷，但
是她义无反顾地把传统文化传
承下去。我们也要和她一样，把
国粹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常州

市三井实验小学学生朱可欣说。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

历史，我们的中华戏曲也有千年
的传承。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
第一时间就去发掘了这个题材
的创作。中华文化的传承从娃
娃抓起，我们想通过儿童剧，以
孩子的形象说话，吸引孩子们去
了解、感受中国传统戏剧的博大
精深和文化魅力。”史国生说 ,

“这是现代儿童剧的新课题。”
如何让传统戏曲抓住孩子

们的心？“儿童剧就要演给孩子
们看。”史国生坚持着自己的创
作理念：“搞一整台的传统戏曲，
台上咿咿呀呀唱，小朋友却不一
定能听懂，也很少能坐得住听完
整场。”但是儿童剧不一样，它是
舞台艺术百花苑中一支独特的

“茉莉花”，运用儿童剧的灵动表
现形式来演绎孩子们喜爱的
“戏里戏外”的事，“老枝开新

芽”——让有着 200 多年古
老历史的京剧表演意韵在
儿童剧表现领域的土壤上
焕发出一种崭新的舞台
魅力。

水袖功是中国戏曲
的特技之一，集训初期，水
袖 成 为 了 全 团 女 生 们 的

“噩梦”。“刚开始，我们拿到
这个水袖，收都收不上来，甩

的胳膊都肿了，吃饭端碗时，手
都在抖。”《戏娃》庄石兰的扮演

者李萌对训练时的场景还历历
在目：“这个水袖长两米三，从早
晨六点多开始，到半夜两三点，
我们都在练功，有的练着练着就
把自己气哭了。”但是，没有一个
人说要放弃，就这样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最终，所有的演员们
从零基础，到能够熟练掌握走台
场、甩水袖、耍棍等京剧的基本
功和高难度技巧动作。

2019 年 12 月中旬，全团投
入到初排、打磨及舞台协调阶
段，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然而，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打破了剧
团的正常安排计划，2020年上半
年该团被迫取消了 208 场演出，
演出事业陷入了“冰冻期”。“我
们是自收自支的国有院团，工资
收 入 要 靠 我 们 一 场 一 场 地 去
演。”那段时间，史国生每天睡眠
不足 5小时。

演出虽断，训练不能断。团
员们依旧每天早起练功，不间断
的排练，丝毫没有懈怠。他们把
疫情作为技能提高、艺术提高和
戏娃的排练提高的机会，静下
心，关起门来苦练基本功。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4月 23日，《戏娃》完成了今年的
首次联排，受到省委专家组的高
度肯定。6 月 1 日，距春节前最
后一次演出，时隔 142 天，华罗
庚艺术团的演员们以饱满的热
情、精湛的演技，再次出现在观

众面前，向观众、市场交出了一
份 高 分 答 卷 ，实 现 了 华 丽 蜕
变。

驰骋在大江南北的
又一支“乌兰牧骑”

金坛华罗庚艺术团的前身，
是成立于 1952 年的金坛锡剧
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曾经鼎
盛一时、名震周边的地方小剧
团，在 2002 年走到了困境的十
字路口：戏演一场亏一场，一线
演职人员也只拿 60%工资，2002
年 8月，该团在全省率先进行了
文化体制改革。15 岁进团在锡
剧舞台上滚打了 23 个春秋的文
武小生史国生，和全团 40 多名
演职人员在分流合同上签了字，
他拿了两万多元的“一次性补偿
金”。

在宣传文化部门的引导支
持下，对剧团魂牵梦萦的史国生
领头以体制外重组的途径，返聘
大部分爱艺术、能吃苦、讲奉献
的下岗演职人员，成立了金坛华
罗庚艺术团，由他出任团长。

凭借着现实题材儿童剧市
场这块沃土，让一度举步维艰的
县级小剧团，在众多剧团中脱颖
而出，18 年来，他们成功打造了

《少年华罗庚》《留守小孩》《田梦
儿》《寻找红头发》《青铜葵花》

《戏娃》等 10部现代主义题材原
创儿童剧，累计演出 8000 多场
次，观众达 800万人次；18年来，
他们坚持巡演大江南北、城市乡
村，把最好的儿童舞台剧送到偏
僻边远地区的孩子们身边。人
们称赞他们，是驰骋在大江南北
的又一支“乌兰牧骑”。

“升格为江苏省儿童剧团，
这对我们又是一次挑战。”史国
生表示，挂牌后的剧院将对标省
级儿童艺术剧院的要求，在运营
管理、团队素质、精品生产、艺术
层次等方面着力全面提升，将切
实打造建设成为艺术水平高、综
合素质好、精神士气足的新型省
级儿童艺术院团，不断提升江苏
儿童舞台艺术在全国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成为既能“顶天”又能

“立地”的新时代文艺使者。
宋蕾 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