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2 0 24

年1

月4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祁
晓
娟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乔
文
英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70

5

把“沧州记忆”搬上话剧舞台
本报记者 张丹 祁晓娟

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址文化区，一群热爱表演的年轻人给人们带来了一
场以“重温大化记忆”为主题的话剧演出。他们希望今后把更多沧州元素融
入话剧创作——

“梦回 80年代，重温大化记
忆”——半个月前，在沧州大化
工业遗址文化区，一群热爱表演
的年轻人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话
剧演出。

这场话剧演出免费向公众
开放，受到人们的广泛好评。

沧州人演沧州事

张正正是这场话剧演出的
主创人员之一，今年 24岁，毕业
于首都师范大学影视配音专业。

张正正是土生土长的沧州
人。毕业后，他先后在全国很多
地方的剧组、剧场工作。后来，他
回到沧州，认识了一群喜欢话剧
的年轻人。

因为热爱话剧，张正正、赵
芸、许嘉昀等几个年轻人走到一
起，在沧州排话剧、演话剧。但他
们始终没有一个固定排话剧、演
话剧的场所。

2023 年 12 月 1 日，大化工
业遗存文化区 12度艺术现场正
式对外开放。

这是一个演话剧的好地方。
大家商量着，希望能在这里给沧
州市民奉献一场免费的话剧演
出。

几个年轻人集思广益，最终
确定话剧的主题要与沧州相关。
经过反复讨论，“梦回 80年代，
重温大化记忆”这个创意被“碰
撞”出来。

这场话剧面向社会招募沧
州土生土长的“素人”演员，演出
也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希望通
过这场演出向沧州、向大化工业
遗址文化区致敬。

通过招募，最终，他们确定
了 6名演员，分别饰演 6个沧州
人在上世纪 80年代，挣扎、奋斗
的故事。

声音指导、龙套演员……张
正正形容自己是“一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

为了把这个话剧排好，张正
正和其他主创人员经常讨论剧
本，排练到深夜。

“我们称之为‘头脑风暴’。”
张正正说，大家在一起讨论，然
后互相指出问题，提出修改意
见。

排练时，张正正不断引导演
员进入状态。“没想到，演出效果
特别好。”张正正说，他觉得终于
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在沧州看自
己参与的话剧了。

从讲解员到演员

初次将话剧搬上舞台，对于
非专业演员来说并不容易。

24 岁的张乘伟，是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
讲解员，也是“重温大化记忆”中
的非专业演员之一。

说起演话剧，张乘伟说，是
一种偶然，也是一种热爱。

张乘伟的业余爱好是看书
和听音乐。“有时看书，我会将书

中的故事，在脑海中想象出来，
就像看一部剧。”张乘伟说。

张乘伟大学是在南京上的，
学的是养老管理专业。“以往，我
的生活和话剧完全不搭边。”张
乘伟说。

张乘伟看到沧州大化工业
遗址文化区 12 度艺术现场招
聘 演 员 的 消 息 时 ，感 到 很 新
鲜。

在张乘伟以前的认知里，看
话剧通常要到大城市。沧州这样
的小城市也有话剧演出吗？带着
几分好奇，张乘伟报了名。

最终，张乘伟在选拔中脱颖
而出，成为演员之一。

他塑造的角色是一个个性
张扬的人。白天，张乘伟要工作，
排练只能等到晚上进行。

“排练结束早的时候到晚上
10点多，晚的时候会练到凌晨 1
点左右。”张乘伟说，有好几次，
他都累到打瞌睡。

在排练过程中，还有一个小
插曲。

张乘伟的演出时间比较短，
只有四五分钟左右。“刚开始导
演跟我说，作为一个非专业演
员，我的台词可以不脱稿。在排
练过程中，我看到其他演员都是
脱稿表演。如果我不脱稿，就拉
后腿了。”张乘伟说。

临近演出，最后两天时间，
张乘伟狠狠逼了自己一把，把全
部台词都背熟了。在导演的指导
下，他把原本的“不好意思”收起
来，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

张乘伟的演出很顺利。当观
众的掌声响起时，张乘伟给观众
深深地鞠了一躬。

“肌肉记忆”

“没想到有一天，我真演上
话剧了。”刘勇说。

刘勇，38岁，是一名沧州自
媒体人，也是一位文艺爱好者。

“我喜欢舞台，也喜欢展示
自己。”刘勇说，以前，他一直找

不到这样一个舞台。
刘勇能圆梦，缘于看到大化

工业遗址文化区内 12度艺术现
场招聘演员的消息。

“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能不
能被选上，就是想试一试。”刘勇
说，很幸运，他因为外向的性格
以及比较强的表演欲，被确定为
演员之一。

刘勇说，他们演出的主题跟
“大化”有关。

“上世纪 80 年代在沧州出
生的孩子，从小都听说过‘大
化’。”刘勇说。

如今，曾经的老厂区蜕变
成了大化工业遗址文化区。“这
场话剧演出，也算是留住了沧
州人对于‘大化’的记忆吧。”刘
勇说。

为了演出能更真实一些，他
专门借了一套工作服。

“我演的是一名工人，在舞
台上表演的时间有 10多分钟。”
刘勇说，刚开始他觉得最难的是
记台词。

为了记住这 10 多分钟台
词，刘勇一有时间就反复练习。
半个月时间，他把台词形成了

“肌肉记忆”。

“如果不形成‘肌肉记忆’的
话，到演出时稍微一紧张，就会
忘词。”刘勇说，本来以为记住台
词就可以了。

临近正式演出的时候，导演
给他加了个任务——与观众互
动。

“就是我上一秒演着话剧
说着台词，下一秒就要即兴与
观众进行互动，接下来，再切回
演出中。”刘勇说，对于非专业
演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

经过反复排练，刘勇能够驾
驭表演与观众互动的切换了。

演出结束时，观众的掌声很
热烈。走下台的那一刻，刘勇长
出了一口气。他感慨道：“演话剧
真的不容易。”

“啥活儿都干”

许嘉昀是 12度艺术现场的
工作人员。她今年 24岁，担任这
部话剧的导演助理。“其实，我是
身兼多职，啥活儿都干。”许嘉昀
说，“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希望

这部话剧能够得到大家认可，我
感觉压力有点大。”

主创人员白天都有工作，大
家就把商讨剧本、排练的时间定
在了晚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演
员、导演，还有工作人员共 10多
名，大家难免有点尴尬。许嘉昀
承担起了活跃气氛的任务。“大
家都猜一下对方的职业，还可以
说说自己对‘大化’的印象。”许
嘉昀来了一段开场白。在她的调
动下，大家渐渐热络起来。

6 名主要演员没有演出经
验，他们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感
觉不一样。排练时，许嘉昀会把
她在演员表演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一一记录下来，和演员进一步
探讨。

除了导演助理，许嘉昀还主
动担起化妆师的职责。

2023年 12月 12日，话剧正
式演出。许嘉昀说，那天，她和
12度艺术现场的工作人员比演
员还紧张。

当天，观众在网络平台上免
费预约观看。小剧场坐满了人 。

幕布展开，一个个故事在舞
台上展现出来。演员演得认真，
观众看得认真。演出结束后，观
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听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许
嘉昀特别高兴，甚至红了眼眶。

沧州话剧“再多些”

27 岁的赵芸，是这部话剧
的导演。

赵芸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
学院、研究生毕业于香港都会大
学创意写作文学专业，从 2017
年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说起此次
创作跟“大化”相关的话剧，赵芸
说，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沧州有
值得骄傲的文化。

赵芸也是土生土长的沧州
人。她一直秉承着讲述沧州故事
的初心。“如今有了 12度艺术现
场这个平台，我觉得自己更应该
努力。让沧州人演好沧州事。”赵
芸说。书写沧州文化，讲述沧州
故事，让沧州的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看到话剧，赵芸觉得这是她
的使命。

说起以后，赵芸说，她和同
伴们将一边把国内外优秀的剧
目引进沧州，一边以沧州文化
为创作基础孵化本土原创剧
目。12 度艺术现场将永远向公
众免费开放，通过专业的培训，
让更多有话剧梦想的沧州百姓
站上舞台，让沧州文化得以传
播。

“这个剧场为年轻人提供了
展示自己的舞台，也为沧州观众
提供了一个可以欣赏话剧的地
方。”赵芸说，他们正在排练下一
场免费的话剧。“我们计划把更
多沧州元素融入话剧创作，搬上
舞台，让沧州文化多一种传播形
式。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更多更
好带有‘沧州’特色的话剧奉献
给沧州观众。”

（本版图片由赵芸提供）

演演““沧州沧州””话剧的年轻人话剧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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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