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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传统经典的剧目，脍炙人
口 的 唱 腔 ，精 彩 纷 呈 的 演
绎……4 月 12 日，浙江小百花
越剧《何文秀》在义乌文化广场
剧院上演。

越剧《何文秀》讲述了江南
儒生何文秀携妻王兰英进京赴
考，遭豪门恶少张堂设计诬陷，
夫妻两人几经曲折，终得团聚，
恶少张堂也被惩治的故事。

此次饰演何文秀的是陈丽
君，饰演王兰英的是徐叶娜。该
剧在保留传统精华的基础上，
融入了艺术家多年的舞台感悟，
并在灯光、字幕、音响等舞台效
果上下足功夫，使得演出分外精
彩。跌宕起伏的剧情，清亮甜润
的唱腔，让台下观众为之陶醉。
观众徐丹看后高兴地说：“演出
非常精彩，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
在‘家门口’欣赏越剧演出，进一
步了解越剧艺术。”

浙江小百花越剧
《何文秀》在义精彩上演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儿子，红糖够不够，加一
点吗？粽子甜不甜？”

“甜，甜极了！”
“你的嘴边怎么这么黑？”
“啊呀！我怎么蘸了墨汁？”
日前，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上演了“陈望道”与“母亲”的一

番对话。这是微电影《真理的味
道如此甘甜》中的一段场景。

1920年的春天，陈望道在
分水塘村“费了平时译书的五
倍功夫”，在1920年4月下旬终
于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

据悉，本剧的编剧蓝航、
少年陈望道饰演者都是义乌
籍人士。

《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在分水塘拍摄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这座石拱桥看上去很不
起眼，但它却极不平凡，浸染着
6 名革命先烈的鲜血，蕴藏着
悲壮的抗战故事。”日前，10多
名义乌作家诗人肃立于上溪
吴店塘西桥上，回望血与火的
红色岁月，追寻抗战英雄的足
迹。他们都是市文联古今文学
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强·义乌
美”采风团成员，在上溪开展

“追寻抗战足迹，传承爱国精
神”采风活动。

上溪镇又称义乌“小延
安”，红色文化源远流长。它是
中国共产党较早开展活动和建

立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是义
乌抗日武装第八大队成立地，
也是金义浦兰抗日游击根据地
中心区。辖区内有塘西桥之战、
首战日寇告捷处、吴店革命烈
士陵园等8处红色遗迹。

行走于上溪这片红色土地
上，采风团成员瞻仰从抗战风
云中留存下来的革命遗址，聆
听从腥风血雨中流传下来的战
斗故事，追思革命先烈英勇顽
强、无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仿佛
经历了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思想
洗礼。他们表示，身为新时代文
学工作者，一定会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文学作品，传承好红色
基因，弘扬好英烈精神。

红色上溪追寻抗战足迹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通 讯 员 胡木水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
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
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4 月 10 日下午，苏溪镇咚
咚孝义大舞台前人头攒动，省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萧分会
文宣队以一首铿锵雄壮的大

合唱《新四军军歌》拉开了“弘
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序幕。紧接
着文宣队以舞蹈、诗朗诵、男
声独唱、京剧清唱等表演方式
向观众呈献了《我们的中国
梦》《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
祖国》等近 20 个节目。精彩纷
呈的节目演出，赢得了观众热
烈掌声。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文艺宣传队来义演出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经过前期策划和筹备，4
月 7 日上午，以“颜乌葬父”传
奇故事为主线的院线电影《孝
德感乌》在苏溪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召开商讨会。

此次商讨会主要围绕《孝
德感乌》的创作背景、故事梗概、

人物关系等电影创作事宜开展
讨论，商讨会还就该项目的推进
进程、可行性分析、团队优势等
进行说明。商讨会现场气氛热
烈。大家畅所欲言，为剧本创作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据悉，根据
前期的素材收集，《孝德感乌》目
前已形成电影大纲和剧本初稿，
计划于今年9月开拍。

院线电影《孝德感乌》
召开商讨会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敲起情筒当当响，放开喉
咙唱开场……”4月8日，在“唧
嘭、唧嘭、唧唧嘭”的清脆渔鼓
声中，城西文化馆“望道书场”
又传来了愉悦的说唱声。这是

义乌道情传承人宋松芳带来了
长篇道情《还恩记》的表演。

《还恩记》讲述的是山东莱
山武举人周中立，解救了身遭奇
冤的忠良之后张必正夫妻，后被
毒害，含冤处斩，最终又被金榜
题名的张必正解救的故事。

《还恩记》亮相“望道书场”

触碰大是大非高压线，出台“四
个允许”，是为给老百姓活路；勇闯
政策“禁区”，推出闯了“大祸”的税
改，是为让老百姓高兴……谢高华
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始终把人民
利益放在心中，也从未计较过个人
得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
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和使命，也赢得百姓的深深爱戴。

“为了演绎好这位深受百姓爱
戴的好书记，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
史资料和宣传报道，专程去拜访了
冯爱倩大姐，听她讲述当年的故事，
从字里行间了解故事原型，挖掘细
节。”汤义波分享了自己参演这部剧
的感悟，他被谢老“甘于奉献、勇于
担当、一心为民”的精神深深打动，
同时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用精彩
的演出致敬这位“改革先锋”。

楼巧珠在《义乌高华》中扮演的
冯玉倩，是根据冯爱倩大姐原型改
编的。“我有一场戏从三十几岁演到
七十几岁，这和以往的表演手法不
一样，年轻到老年这期间四十几的

年龄跨度没有外部造型来改变和帮
忙，全靠演员自身的表演来体现，前一
秒表演三十几岁后一秒就是七十几
岁，这对演员来说是一大考验。”楼巧
珠坦言，自己以前戏里所扮演的角色
都是虚构的，只要把握好人物基调观
众基本上都会认可你。这一次扮演的
角色冯玉倩，她的原型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考虑到艺术性的观看性，舞台上
的表演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肯定会有
所区别，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得到观众
和冯大姐的认可。

梅雪应在剧中饰演的县委副书记
刘运南，是一个虚拟的角色。随着剧情
的发展，人物心理和行动上将产生不
断的变化。届时，观众们不仅可以感受
到老戏骨炉火纯青的演技和剧中人物
塑造，还能看到青年演员展现出来的
敬业与担当。

采访中，几位主演感触特别深：那
就是义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植于
大多数义乌人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在
义乌文化建设上。在他们看来，排练婺
剧现代戏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谢老书记的事迹我们看到的都
是文字记载，从没有一部鲜活的戏剧，
立体呈现这个历史事件。”市婺剧保护
传承中心负责人表示，这是属于义乌
的历史印记，戏剧也将呈现义乌人“勤
耕好学、刚正勇为”的积极进取精神，
背后的深层力量令人动容。

老戏骨挑战现代戏

献
礼
建
党
一
百
周
年

婺
剧
现
代
戏
《
义
乌
高
华
》
月
底
首
演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三十多年前，义乌农

妇冯爱倩在县政府门口堵

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去路，

“堵”出一个“大市场”，被

后人津津乐道；三十多年

后，为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以“改革先锋”谢高华为原

型的故事将通过婺剧现代

戏的形式登上舞台，用戏

曲形式讴歌义乌人敢为人

先的创业精神，诠释义乌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

发展历程。

近日，记者从市婺剧

保护传承中心获悉，经过

两年时间筹备，婺剧现代

戏《义乌高华》排演已进入

收尾阶段，计划于 4 月 23

日向专家、学者汇报演出。

在义乌，口口相传着一个故事：
1982 年 5 月的一天，时任义乌县委
书记谢高华被农妇冯爱倩拦住了去
路。她大声问他，老百姓穷得没饭吃
了，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摆地摊？

当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
多月，冯爱倩的问话让他深受触动。
面对群众的疾声呼吁，在花了四个
多月时间走访一个个村子、挨家挨
户了解一线情况后，他决定冒着可
能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
道路”而丢乌纱帽的风险，作出决
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
县政府发出通告。这是全中国第一

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
化的政府文件，文件发出的这一天，对
义乌来说，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时
刻，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敲糖帮来说，是
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一个享誉全球
的传奇市场就此启幕。

在 1982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义
乌县委召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
上，谢高华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允许”，
简而言之便是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
民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开放市场、允许
多渠道开展竞争，之后对于“四个允
许”的要义又多次进行了重申和补充。
这不仅激活了义乌人经商的传统，也

直接触动了国营企业的利益，有力地
促进了义乌市场的发展。

据了解，《义乌高华》在了解大量
史实的基础上，将坚持现实主义的创
作原则，以“改革先锋”谢高华为原型，
塑造一个具有独到的慧眼、开创性思
维、铁一般执行力的县委书记人物形
象。通过讲好时代的故事、义乌市场的
故事、义乌市委市政府的故事、义乌老
百姓故事，真实地再现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义乌社会改革、震荡、裂变、转型
的历程，书写当代义乌人的命运史和
心灵史，呈现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生活
画卷。

“改革先锋”谢高华为原型

随着首演日期临近，《义乌高
华》的主创团队也揭开了神秘的面
纱，从导演到主演，从舞美到造型、
灯光都是业内大咖级人物，“星光”
熠熠。

“为了给观众呈现精彩绝伦的精
品剧目，我们特邀了国家一级导演杨
小青担任该剧导演，原总政话剧团团
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宏担任编剧，中
心多位国家一级演员、国家二级演员
和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市婺剧
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王菲菲介绍，其
中，国家二级演员汤义波饰演男主角
谢高华，国家一级演员楼巧珠饰演女
主角冯玉倩，国家二级演员梅雪应饰
演县委副书记刘运南。

相信不少义乌市民对楼巧珠并
不陌生，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义乌人，
也是整个婺剧界的首位上海白玉兰

主角奖获得者，先后在《杨门女将》《白
蛇传》《义乌兵》《鸡毛飞上天》和《赤壁
周郎》等100多部戏中担任主角，塑造
了众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尤其是
文武小生，她不但扮相俊美，嗓音也有

着独特的韵味，深得广大观众喜爱。
“看到主创名单阵容这么强大，我

都激动了，我是本地戏迷，非常期待这
部精品婺剧能早日公演。”市民陈先生
道出了广大戏迷的心声。

主创团队“星光”熠熠

国家一级导演杨小青现场指导婺
剧《义乌高华》的排练。

《义乌高华》剧照。

《义乌高华》排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