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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林冲，竟敢持刀入白
虎堂！来人呀！给我拿下！”随着
一声怒喝，“林冲”被“衙役”带了
下去。

这是沧州市第十七中学的
学生们正在表演课本剧。精彩的
表演落幕后，戴眼镜的“林冲”、
穿着水袖戏服的“高俅”、穿汉服
的“林娘子”等小演员集体出场
谢幕，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特别的作业

今年 11 月，沧州市第十七
中学被定为河北省“双减”试点
学校，也是我市唯一一家“双减”
试点中学。

作业少了，空闲时间多了，
为了让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老师们可是费了一番
心思。

《水浒传》是初中生的必读
书目，学生们几乎人手一本。武
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
冲风雪山神庙等都是学生们津
津乐道的片段。

何不让他们用课本剧的形
式将其表现出来呢？

于是，老师们在《水浒传》中
挑选了 12个场景，让八年级的
12个班级把这些场景用课本剧
的形式表现出来。

八 年 级 9 班 学 生 抽 到 的
是——误入白虎堂。

9 班老师将排练课本剧的
事情交给了语文课代表宋安。

接下老师任务的宋安心中
不安，因为她从来没接触过课本
剧：课本剧是什么？怎么排？从哪
入手？

回家后，宋安立刻上网查询
什么叫课本剧。原来，课本剧就
是把课文中叙事性的文章改编
为戏剧，以戏剧语言来表达文章
主题的一种形式。

学生当起导
演、编剧和演员

“我当总导演，还需要编剧
和演员！”心里有了主意，宋安将
想法和同学们一说，立刻就有几
名热衷班务的同学兴奋地站起
来接了任务。

爱读《水浒传》的李家辉第
一个挺身而出，表示课本剧的
编剧非自己莫属；崇拜英雄人
物的孙新航接下了林冲的角
色；身强力壮的周泽瑞自告奋
勇要演鲁智深；喜欢挑战自我
的吴浩然也主动请缨，要演剧
中的大反派高俅；赵梓尧主动
要求做道具，提供“宝刀”……

接下任务的孩子们自觉行
动了起来……

编剧李家辉用了一周的课
余时间，将“误入白虎堂”原著改
成白话文，将这段情景用剧本的
形式写出来。既有故事发生时
间、地点，又有出场人物、故事梗
概等。当他拿出手写的 6页文稿
时，着实震惊了同学们。这位首
次当编剧的同学也收获了大家
的点赞。

得到大家认可的李家辉又

利用周末时间将剧本初稿一个
字一个字地敲到了电脑上。

随后，宋安建起了“误入白
虎堂”的微信群，邀请同学们入
群。

宋安将剧本以文档的形式放
到了微信群中，可供多人编辑。

十多名同学开始对剧本初
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打磨。
有时为了一句台词，大家也会精
益求精，遇上谁也说服不了谁的
难题，他们就开始查资料、找证
据，就想在同学们面前证明自己
的描述方式是最好的。

寻找服装

剧本敲定后，就开始排练
了。初中学习很紧张，同学们都
是利用自习课或课外活动时间
来排练的。

最初排练时，同学们经常笑
场。“卖刀商贩”拿着可乐瓶当刀
出场，大家笑作一团；“衙役”拉
扯“林冲”时用力过猛，“林冲”翻
倒在地，大家捧腹大笑；“高太
尉”和“陆虞侯”密谋陷害“林
冲”，两位同学凑在一起嘀咕，两
张脸差点碰在一起，大家又笑作
一团……

就这样，大家笑着、闹着，课
本剧排练越来越有模有样。

这时总导演宋安也遇到了
最大的难题——服装。

演出日期临近，服装还没有
着落，同学们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吴浩然回到家中，爸
爸关心地问：“儿子，你们那戏排
得怎么样了？”

“戏倒是没什么难度，可戏
服不知道上哪去找！大家说，实
在不行，就用布头裹裹得了！”

“那怎么行，这么有意义的
活动，不能将就着呀！”

吴浩然的爸爸上心了。于
是，他紧急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求
助，想帮儿子和同学解决这一难
题。

很快，朋友们的回复来了：
有的说家中有闲置的汉服可以
提供，有的建议去京剧团看看，

还有的朋友说新华桥头有一个
戏服租赁商店。

汉服肯定不行，《水浒传》是
发生在宋朝的故事。

就在想去租赁商店看看时，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还没说几
句，就喜上眉梢了。

原来，吴浩然的姥爷看到信
息后，想到他有位朋友在孟村四
街村的戏剧活动室管戏服，就打
电话问了问。

这位朋友一听是一群中学
生在拍戏，不由得竖起了大拇
指：这个忙咱得帮。

就这样，吴浩然姥爷借到的
几套服装，就“坐着”客车从孟村
来到了沧州。

再次排练时，高俅的红色官
服、鲁智深的黑色风氅、林冲的
白色武服、衙役的蓝色差服就穿
到了同学们身上。

“戏中戏”

穿上戏服的同学们仿佛离这
些水浒人物的灵魂更近了一步。

排练时，总导演宋安忙着录
制视频，然后再一遍一遍地回
放，大家一起寻找其中的不足，
在动作和表情上继续改进。

高俅说话时应该背着手才
能显得官威十足；鲁智深在听
完林冲的诉说后，要立刻拍桌
子站起，才能表现他的疾恶如
仇；林冲面部表情要更愁苦一
些，这才是气愤与隐忍交加时的
样子……

一次排练时，饰演都管的武
俊昊灵光一闪，有了一个新主意：
林冲和鲁智深在酒馆谈论要找陆
虞侯报仇的这场戏有点单薄，几
乎没有人物动作，表现力不强。可
以加一场“戏中戏”，一边是两人
聊天，一边是众人演绎旧事。

还有 3天时间就要演出了，
要改剧本，选演员，找服装，重新
排练，还来得及吗？

为了让课本剧与众不同，为
了 9班的荣誉，同学们最终决定
试一试！

武俊昊用一晚上的时间就
把剧本改好了。

新剧本需要增加 7名演员。
男演员的报名很踊跃，两名女演
员却没有同学主动愿意出演。

宋安火急火燎地找到几位
女同学询问原因：原来，这些处
于青春期的女孩们都怕饰演林
冲娘子被同学们笑话。

在总导演一番耐心地劝解
下，最终，两名女同学同意了饰

演剧中人物——林娘子和丫鬟。
添了新角色就需要新的服

装。两名女演员表示，家中有古
装，戏服的事自己就能解决。

孙新航的妈妈一直都支持
孩子参加学校活动，她觉得这些
课外活动能锻炼孩子的综合素
质。知道儿子要扮演林冲后，她
每天都会和儿子谈论课本剧的
进度。得知增加了角色后，她就
主动上网购买了两身古装支持
孩子们。

吴浩然的爸爸也找到了戏
服租赁商店……

回归“文学熏陶”

12月6日下午，终于盼到了
演出的日子。

沧州市第十七中学的报告
厅里坐满了八年级的学生，舞台
的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水浒人
物的介绍，同学们兴奋地交谈
着，期待着台上同伴们的表演。

《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
柳》《大 闹 野 猪 林》《李 逵 背
母》……一出出《水浒传》中的精
彩剧目在轮番上演，现场不时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同学们阵
阵欢快的笑声。鲁智深的疾恶如
仇、郑屠的欺软怕硬、李逵的冲
动好胜……都被同学们生动地
演绎出来。

轮到 9班出场了，同学们互
相加油打气。前期的充分准备让
同学们的表演游刃有余。站到台
上，他们仿佛化身剧中人物，圆
满完成了演出。

谢幕时，饰演高俅的吴浩
然还顽皮地用戏中人的口吻向
现场的评委老师们拉了拉选
票：“本官为此剧出力不小，尔等
休坏吾事！”

此话一出，又引发了老师和
同学们一阵善意的笑声。

最终，9班的《误入白虎堂》
得了二等奖。

总导演宋安坦然地说：“本
以为我们班已经很优秀了，但看
到其他班的表演，我们也意识到
了自己的差距。下次再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争个一等奖！”

听到宋安的话，班主任李娜
格外欣慰：“孩子们这股不服输
的劲头值得表扬。这段时间以
来，同学们共同努力的过程是最
珍贵的青春回忆，能否得奖反而
不那么重要了。”

负责此次演出活动的语文
老师吕娟说：“小小的课本剧诠
释出生活的大道理。经典名著对
于成长的意义，在于可以引导孩
子在认识更广阔世界的同时，形
成美好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往由于
考试的需求，初中阶段的名著阅
读对于学生来说已经从‘文学
熏陶’变味成了‘考试熏陶’。这
次的课本剧演出活动就是学校
在‘双减’大环境下组织开展
的，可以让同学们回归真正的

‘文学熏陶’，不再是为了考试而
读，而是真正的、真实地体验经
典。希望通过这种作品延伸的方
式可以让同学们更进一步体验
读书的乐趣。”

沧州市第十七中学是我市唯一一家河北省“双减”试点中学。作业少了，课外
时间轻松了，老师给学生留了一个特别的作业——

“误入白虎堂”的学生们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学生们表演课本剧学生们表演课本剧““误入白虎堂误入白虎堂””

学生们用心表演学生们用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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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沧州市解放中路18号（原安定医院）北楼

（阳）东楼及配房4000平方米左右，院大，可停
几十辆车，欲出租。联系电话：13930719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