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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性、民
族性、地方性的戏剧。”上海师
范大学戏剧影视学学科带头
人、戏剧理论家朱恒夫与南通
有着不解之缘。他从张謇创办
的伶工学社，谈到南通僮子戏、
现代通剧《瓦匠女人》。他说，
《沧桑巨变》是一部深深地打上
了南通地方烙印的作品。“南通
滨江临海，一水一鱼是它的特
点。这部戏就把水和鱼突出出
来，再现了南通的地理环境，也
表现了南通人的秉性气质，这
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标志。”

从专业角度看南通话剧发
展，张仲年教授也有自己的见
解：“看完卢昂导演的《董竹君》

《索玛花盛开的地方》，还有这一
部《沧桑巨变》，这三部戏表现了
南通的艺术创作、原创话剧正处
于一个求新、创新、多元发展的状
态。它不再拘泥于某些规律性的
或者某些剧作的结构，而是开始
突破，跟当代的新思想、新技术相
融合。同时，南通艺术剧院的演
员们也非常好地适应了这样一种
需要，积极地在舞台上呈现出话
剧的新面貌、新形态。”

研讨会上，就剧中的主题表
现、戏剧冲突等，专家学者也提出
了建议。方标军在充分肯定本剧
在艺术手法创新方面的成就的同
时，表示可以在一些方面继续优
化，“一方面，在生态修复这样大的

时代背景下，还需要再增加相对高
层次的故事情节、人物矛盾，更多
方位地呈现视角；另一方面，舞台
呈现上，探索新技术、新手段，努力
实现剧本中所描绘出的浪漫场景，
给大家留下艺术审美上的记忆
点。”部分专家还对剧中一些人物
塑造提出建议。

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毛炜峰表示，在聆听各位专家的
建议的基础上，接下来还将对这
部剧不断修改、打磨，让这部剧走
得更远。也希望南通艺术剧院，
特别是话剧团的演员们，能够带
领南通话剧走出去，让南通“话剧
之乡”的美名响彻全国。

本报记者张坚 杨镇潇

话剧《沧桑巨变——我们的卧鱼岛》研讨会举行——

讲南通长江故事 树话剧之乡品牌
继11日剧目首演后，昨天，话剧《沧桑巨变——我们的卧鱼岛》研

讨会举行。省文旅厅一级巡视员、省艺术评论学会会长方标军，中国戏
剧家协会原党组书记、中国戏曲现代戏学会会长季国平，上海戏剧学院
副院长、教授张仲年，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刘明厚等专家学者，中共南通
市委宣传部、南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南通艺术剧院等部门负责人，
与该剧的主创团队、演员代表一起，围绕剧本的主题立意、情节设置、舞
台表现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意见建议。

11日，一部反映长江生态
建设的现实题材作品《沧桑巨
变——我们的卧鱼岛》在南通大
剧院首演。该剧将故事建立在
长江口一座叫“卧鱼岛”的江心
小岛上，通过江、白两家人的命
运变化、矛盾冲突，展现人类与
长江的共生关系，展现40多年
来社会的发展变迁。

编剧莫霞说，这是她写的
第三部话剧，而这三部话剧都
是与南通合作的。大家都知道
这部戏讲的是长江大保护，阐
释一种自然观。自然观其实也
是人生观，体现在剧中老渔民
江海的身上。他说自己的网眼
不大也不小，捕的鱼不多也不
少，这就像我们民族的一种古
老智慧，在人与自然之间找到

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一旦
被打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
间就会发生强烈的戏剧冲突。这
就是构思整个故事的出发点。

作为主创团队的领头人，上
海戏剧学院教授卢昂回顾了他与
南通艺术剧院合作的三部话剧。
接到《沧桑巨变》创作任务后，他
就在琢磨怎样完成一部不一样的
作品。通过在南通沿江各地扎扎
实实的采访后，他决定做一个比
较诗意的现象主义作品。本剧的
立意从两代渔民与刀鱼和长江的
关系入手，展现了20世纪80年
代至今长江南通段经济的发展历
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表象，人
与人的关系是内核。

季国平作为著名戏剧理论
家，在观摩演出后深有感悟。他

评价道：“该剧的内涵是深刻的，
人物命运是多彩的。剧情主要展
示了一个渔民家庭两代人与时代
同行，不断奋进的历史和命运。
有欢乐，也有悲痛；有破坏，也有
建设；有新生命的诞生，也有死亡
的血的教训。从而告诫人们只有
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自己的家
园，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存。”

刘明厚教授表示，这是一种
新颖别样的表达方式。“卧鱼岛是
一个象征。在我看来，它是我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沧桑巨变的
一个缩影，也是人和自然相连的
象征。它象征着小岛上的人——
以江海一家为代表的渔民，自改革
开放以来的成长变化。同时，小岛
也是一种纽带，牵动着江、白两家
与长江水休戚相关的情感联系。”

作为一部话剧作品，舞台
造型、表演张力、背景音乐等则
会直接影响观众的视听体验。对
此，主创团队大胆地使用了多种
意象渲染氛围，追求美的意境，
探索更深入人心的表现手法。

“我看见你啦——像水纹
一样的身姿，像月光一样的皮
肤，悠闲地在江水中舞蹈，那不
是刀鱼，是你妈妈——白月
啊！”随着主人公江海的呐喊，
白月化身刀鱼，这一虚幻处理，
让人不由得带着思考去观赏话
剧。那一刻，人与人的关系变

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步入了另
一个时空。

“这种似真似幻的想象，很有
意味，特别浪漫，堪称神来之笔。”
文华大奖编剧、著名剧作家徐新华
表示，“一旦这个形象在观众心中
形成了，就会让人设身处地地去感
受刀鱼的疼痛、刀鱼的生存，进而反
思人类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这样
的设置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
授、艺术学博士何好如此感受：

“这部剧能够给观众留下非常深
刻感触的重要原因，恰恰不是其

写实主义的文学属性，而是其表
现主义的舞台特质。”在第一幕

“产房诀别”的场景中，舞台设置
了一袭白绸，阴阳两隔的场面给
予了观众身临其境的空间，“在这
里，白绸作为具身化的演出语汇
和表达手段，既完成了叙事，又强
化了情感，但是最重要的是为观
众提供了参与审美的机会。”

此外，贯穿全剧的白纱也至关
重要。它是一汪江水，是人们赖以
生存的水的世界；它又是一张巨
网，人性的欲望在此交织纠葛，呈
现出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风格。

时代背景下的人性表达

现实题材中的美学效果

艺术共鸣里的地方印记

晚报讯 昨天，“2022
第五届如东小洋口海洋温
泉季”启动仪式在南通滨
江公园启幕，为 2022 南
通文旅乐购嘉年华活动
增添了浓厚的一笔。即
日起至12月下旬，小洋口
地区围绕“海洋”与“温泉”
两大特色主题，充分展现

“海港、海鲜、海泉、海韵”
南黄海风情的海洋温泉季
系列活动，将向广大游客
张开怀抱。

近两年，如东依托“海
洋、温泉、古镇、田园”等丰
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培育
了小洋口省级旅游度假
区、栟茶古镇等文旅发展

核心板块。其中，小洋口
地区更是致力打造泛长三
角集旅游观光、温泉度假、
海鲜美食、科普研学、生态
野趣、拓展运动等于一体
的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
海洋温泉的惬意，主办方
专门推出了温泉免费体验
活动。同时，12日至 14
日南通文旅乐购嘉年华活
动期间，凡在如东小洋口
展销区拍照打卡，并关注小
洋口度假区微信公众号，
转发相关活动的游客，可
现场抽取20元~100元不
等的小洋口旅游消费券。

记者李波

晚报讯 昨天下午，
“企通法”法律服务平台正
式启动，企业只要关注微
信公众号，就可免费获得
在线法律咨询、律师查询、
法治体检预约、涉企法律
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解读
等服务。

“企通法”法律服务平
台依托南通律师网拓展惠
企法律服务功能，向企业提
供免费服务，将有助于法律
服务需求端与供给端实现
高效对接，是线下各类法
律服务的延伸与补充，对
产业链法律服务提质增效，
形成全领域全覆盖的法律
服务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南通构建“产
业链+法律服务”模式一

年多来，不断创新实践，成
立高技术船舶“产业链+
法律服务”党建工作联盟，
形成了“党建+产业链+法
律服务”互联互动工作模
式；与南京、扬州等地开展

“产业链+法律服务”跨区
域交流联动，形成跨区域
协作机制；联合市工信局、
市工商联等部门，开展“万
所联万会”“法治体检四进
四送”“小微企业服务月”
等活动，为1000余家企业
提供了法治体检、法律咨
询等公益法律服务，以“产
业链+法律服务”为牵引，
律师行业在稳经济、促发
展、保安全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记者何家玉

见习记者范译

11日，由市人社局主办、市退管中心承办的“魅力夕
阳红、银龄心向党”摄影作品展，在市退休人员活动中心
拉开帷幕。此次展出的110幅作品，主题涵盖喜迎党的
二十大、同心抗疫及对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赞美等。
作品均由各县（市、区）退休人员创作，充分展现退休人员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王雪 孙毅 记者何家玉

围绕两大特色主题开展系列活动

如东小洋口海洋温泉季启幕

构建产业链法律服务新模式

“企通法”法律服务平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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