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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乐山话剧非常红

火，在全省都有一定知名度，还培养出陈小艺
等许多优秀演员。”棠棣剧社社长虞跃毕业于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化相
关工作。虞跃告诉记者，那时的《西安事变》
《一双绣花鞋》《抓壮丁》等经典剧目是一代乐
山人的回忆，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及多元文化
的发展，乐山话剧专业团队开始淡出百姓视
野。

2009年，因为工作关系，虞跃与著名表演
艺术家陈佩斯相遇，他将自己想要组建剧社的
想法告诉了陈佩斯，得到对方的支持和鼓励。
2010年，虞跃将在工作中接触到的爱好演艺
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乐山本土第一家以话剧、
小品、相声表演为主的社团就此成立。当时剧
社取名“海棠剧社”，由陈佩斯亲笔题写社名。
后来，虞跃觉得“海棠”二字太普通，就从郭沫
若的话剧《棠棣之花》中取了“棠棣”二字成为
社名，并沿用至今。

剧社虽然成立了，但对虞跃而言，随之
而来的是惶恐。成员们日常工作忙碌，怎么
保证大家感受到话剧的魅力？大家又都是非
专业演员，表演基础薄弱，怎样快速提升？剧
社要想走下去自然得有作品，谁来挑起创作大
梁……但越是惶恐，虞跃反而越有干劲——

带着成员们参与晚会节目的创排，在小
戏、小品等短节目中提升舞台素质，棠棣剧社
演员的演出能力很快得到广泛认可，剧社成立
第二年，社友增加到100多人；

2014年至2015年，创排都市情感小剧场
话剧《爱情合约》，在市图书馆首演3场（其中
两场为普通话版，一场为乐山话版）大获成功，
该作品后期还多次登上乐山各大舞台；

2019年，剧社根据张爱玲原著、著名
导演田沁鑫作品移植改编的话剧《红
玫瑰与白玫瑰》在乐山大放异彩，
场场演出座无虚席，作为“乐
风嘉韵”文艺精品惠民展演剧
目，登上乐山新又新大戏院
舞台，该作品在两天时间吸
引 700 多名观众走进剧场
观演……

过去10年，棠棣剧社这个民间艺术团体“流浪”过，总
是随着不同的演出地点，在不同的地方排练剧目，一旦觉得
打扰到别人，就换一个地方；也“寒酸”过，剧社里的两名化
妆师每场演出都自带化妆品，免费帮演员化妆；更“闹过笑
话”，在《爱情合约》上演之初，演员们准备了自己当季最好
看的衣服参演，却因为衣服搭配不和谐被业内人士指作“遗
憾”……

但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2023年，乐山将举办“第
十一届中国曲艺节”，作为乐山唯一的话剧社，棠棣剧社积
极参与到节目的筹备中。“去年10月我们成立了棠棣曲艺
社，挑选了剧社里的年轻人转型说相声、京韵大鼓等。专业
度肯定不及别人，但对剧社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虞跃表
示，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突击培训，棠棣曲艺社的相声、京韵
大鼓、金钱板等曲艺节目走进校园，赢得一致好评。

新年伊始，棠棣曲艺社更是拿到了市内各大网络春晚
的“入场券”。相声节目《男女有别》先后拿下“2021天府百
姓网络春节联欢晚会”选拔第一名和“‘中国梦 嘉乡情’乐
山百姓网络春晚”最受网友喜爱的节目第一名；四川清音
《小放风筝》获得“‘中国梦 嘉乡情’乐山百姓网络春晚”最
受网友喜爱的节目第三名。“很振奋，对于喜欢表演的我而
言，像是中了彩票一样。”剧社成员、相声节目《男女有别》表
演者吕霖告诉记者，未来，他还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迎接更大的挑战。

有人在舞台上发光发亮，自然也有人在舞台下充当“万
精油”，负责各类琐碎事务。剧社的元老社员邱霞告诉记
者，加入剧社10年，她从未上过舞台，但依旧乐在其中。“剧
社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需要成员分工完成不同的事情，
才能正常运转起来。有人在舞台上展示才华，那么我们就
在幕后做好道具搬运、服装准备等各种工作，为大家解决后
顾之忧。看到越来越多人为剧社欢呼鼓掌，我们比演员们
还激动，就像是见证着一个孩子的成长。”

谈及未来，虞跃表示，棠棣剧社将继续加强原创作品的
创作，提高自身造血功能。“乐山话剧的前景广阔、道路曲
折，但即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依然会一直坚守，等
到花开，也希望有更多爱好表演、喜爱话剧的朋友能加入我
们。”

（本文图片由棠棣剧社提供）

一步一个脚印，棠棣剧社靠兴趣的黏性把一批
乐山文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这也和建立剧社前，
陈佩斯老师叮嘱我，必须招揽真心热爱话剧表演的
人有关。”虞跃告诉记者，始终坚持招揽非专业人才
是剧社“长青”的不二法宝。

“但是，我们也欢迎专业演员参与到我们的话剧
表演中来，过去几年我们的剧目吸引了不少专业演
员倾情出演。”虞跃表示，“我不愿给剧社非专业出身
的成员增添压力，我相信随着大家演出能力的提升，
会有更多的成员愿意和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虞跃的想法并未落空。2020年，剧社编排根据
李碧华原著、著名导演田沁鑫作品移植改编的话剧
《青蛇》，该作品主演定角就有国家二级演员、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嘉阳河”流派)代表性传承人
戴梀。剧社成员们并没有怯场，反而积极踊跃报名
参演，很快便凑足了三组演出阵容，迅速进入排
练。2020年举行的四川文旅三大盛会上，该作品的
剧本围读受到不少市民认可。今年，该剧也将在

“嘉乐汇”戏剧周进行完整呈现。
棠棣剧社成立之初，剧社的陆成明刚退伍不

久，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术圈的他觉得话剧“高大
上”。抱着玩一玩的心态，陆成明从最初的打杂开
始，慢慢试着接触表演，如今在舞台上如鱼得水，和
专业演员合作丝毫不露怯。陆成明告诉记者，多接
触就会发现艺术是接地气的，话剧表演就是演员们
在舞台上情感的宣泄。

《爱情合约》的女主角赵海伊加入剧社也是个
巧合。那时的虞跃需要一个年龄、外形符合剧本，
且具有一定演出经验的女孩子来带动排练，便向身
边的专业演员寻求推荐。虞跃至今都还记得，当他
通过电话向赵海伊介绍了自己的作品之后，赵海伊
一口答应参演，并在第二天一早就到他家拿剧本。
如今，赵海伊已经转到幕后进行剧本创作、担任导
演，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改变。在她看来，正是这
一段弥足珍贵的演出经验，才让她现在的工作更加
行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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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山，三江奔流不息，城市日新

月异，每时每刻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在

乐山，有一群人以“棠棣剧社”为名，将

三江写进剧本，把城市搬上舞台，演绎

生活的酸甜苦辣。

过去10年，他们用话剧和这座城市

对话，将市井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娓娓道来，抚慰快餐文化下的浮躁心

灵，让人找回“慢生活”的本真。

成长 不经意间改变

十年 越惶恐越坚持

未来 走向更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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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心梅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翰墨飘香歌盛世，丹青传
神颂党恩。3月5日，由市文化馆、市美术馆和嘉州
画院共同主办的嘉州画院2021年迎春书画展在市美
术馆开展。

展出现场，110幅书画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新颖、
技艺精湛、各具风格，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记
者注意到，这些作品既有宏幅巨制的主题创作，也有
精彩捕捉生活瞬间的写生小画；既有抒情写意的水
墨精品，也有工致精细的唯美力作……笔墨间无不
饱含作者对时代的赞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画家们画得太好了，他们笔下的美景让
人为之向往。”观众朱女士告诉记者，她能从作品中
感受到艺术工作者勤于耕耘，精于挖掘，把握时代脉
搏的豪情壮志。

“我这次参展的作品叫《茫溪烟雨》，画的是春雨
润泽下的五通桥乡野之趣。”嘉州画院院长余龙告诉
记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弘扬美、传播美、创造美’是新时期美术人的光荣
使命，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借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春
风，绘制出更加灿烂美好的盛世画卷，以优秀的美术
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余龙介绍。

据了解，此次书画展将持续到3月15日，感兴趣
的市民可前往市美术馆观展。

描绘春光 传颂党恩
嘉州画院2021年迎春书画展开展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20多年来，抢救性保护的
20 余万件三峡文物不少仍在“沉睡”，后续研究挖掘
不足，部分重要的文化旗帜已鲜为人知。不只是三
峡文物，长江文化资源普遍存在“沉睡现象”。

看到这条新闻，首先想到一个词“汗牛充栋”。
长江文化资源“沉睡”，就是代表了这样一类文化资
源：抢救或挖掘它耗费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它本身
的文化价值庞博精深，但由于种种原因，后续没有充
分挖掘出它的价值，甚至长期堆在库房“一锁了之”，
大众难以一睹芳华，研究者更是望洋兴叹，长此以往
成了藏在博物馆里的“睡美人”。

早一点唤醒这些“睡美人”，就能更有利地把握
机会发掘出更多文物价值。这个道理，当初克服困
难抢救性保护文物的参与者及有关单位应该更加明
白，那么为何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呢？基层文旅
部门吐露了难处：并非拥宝而不自知，而是研究提炼
缓慢、文化转化不明晰，因此“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说明地方已经意识到唤醒文物的重
要和紧迫，只是需要帮一把。如何“帮”？谁来

“帮”？基层声音其实也已经道破了痛点：关键在“研
究”和“转化”。

笔者请教了一位文史研究者，他说研究中最头疼
“一本古籍跑断腿”的情况，有时要联系多个地方、协
调多个部门，才能进入博物馆查看。如果遇到希望将
独家拥有的文物资源优先供本单位研究并发表文章
的单位，研究就更难以开展。这道出了一些研究者的
实际困难，虽然信息技术突飞猛进，5G、人工智能寻常
可见，但文物信息数字化还没有很好覆盖。要把文物
研究的大门打开，就要统筹运用社会合力，建立起相
关机制。一方面，这需要统一的文物研究数字化平
台，做好资源收集和匹配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上传研
究资源的有关单位要给予鼓励激励，从上到下、从内
而外地打破“资源”和“研究”之间的围墙。

在文物价值转化中，也要善用合力。今年春节期
间，故宫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心灵港湾”，他们看故宫
的纪录片、买文创产品，再“云游故宫”，既度过一个
有趣、充实的假期，又饱赏传统文化盛宴，帮助文物
完成了从文化价值到经济社会价值的转化，就是一
个鲜活的例子。许多博物馆不愿谈“经济”价值，但
从故宫的例子就能看出来，有时候把文物价值合理
的转化，才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它们。

把文物唤醒的标志，不是挖掘的那一天，而是打
开博物馆大门，让人们记住和传播它的时候。在优
秀的传统文化被充分重视的今天，这种通过共建共
享让文物价值开发尽快跟上人们需求的紧迫感也应
该更加强烈。

该唤醒文物“睡美人”了

《青蛇》剧本围读

棠棣剧社成立之初成员留影

《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剧社早期创排的节目

《《风声风声》》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