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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花的盐粒像雪纷纷，热腾腾的红

军最贴心。亮晶晶的盐粒像满天星，光闪闪

的红军是不灭的灯……”2023 年 12 月底，每

当夜幕降临，悠扬的采茶调子便从井冈山挹

翠湖畔的剧场飞出——

一
冬日里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庄严、肃

穆。馆内有个展柜，陈列着一只不怎么起眼

的棕色陶罐，里面装着已经发黑结晶的食

盐。

1927 年，敌人在井冈山各个路口设卡，

企图阻断井冈山与外界的物资交换。井冈

山上，食盐、药品等十分稀缺。红军打土豪

缴获了食盐，分给当地群众。村民李尚发不

舍得吃，红军的饭碗里也没盐呢，他想把这

些盐留给红军。为了防止盐落入敌人手中，

李尚发悄悄地将这罐盐藏于屋后的树洞中，

而这一藏就是 30 多年。1959 年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建成，向社会征集文物，李尚发老人

将这罐盐挖了出来，捐献给博物馆。

“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那段烽火岁

月，亮晶晶的盐粒折射了浓浓的军民鱼水

情。90 多年后的今天，在这片被星星之火

点燃的红土地上，广大文艺工作者传承红色

基因，精心创演，一部以盐贯穿全剧，充分运

用吉安采茶戏和山歌，让井冈山精神绽放出

新的时代光芒的戏剧作品正在上演。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剧场，大型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连

演三场。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井冈山，家境贫寒

的山歌妹子七秀被迫许给地主当小妾。出

嫁前，七秀的悲戚哭声引起了路过红军的关

心。为解救七秀，红军将三块银元和无比珍

贵的半罐盐相赠。而这半罐盐和那个“个子

高高咯、腰板笔挺、走路带风”的红军背影，

犹如一颗种子，在七秀心底生根发芽。因为

一个背影，七秀爱上了红军连长杨鸿飞，又

因为“红军哥哥都一样，不顾一家顾万千”，

七秀寻见了理想、坚定了信念，毅然投身到

革命队伍中……

一部好戏的魅力，抵挡得了山上冬夜的

寒冷。演出的那些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研学的学生，戏剧领域的专家学者等，纷

纷走进剧场，跟随舞台上的演员一起穿越时

空，体味着“冇有呷，冇有盐，冇有力气”的悲

伤与苦楚，体味着“化盐入水鲜到心”的温暖

与坚定。

走出剧场，大家内心久久不能平复。有

当地观众说，“演员演出了井冈山儿女真实

的形象”；有资深媒体人说，“这部剧题材好，

主题鲜明，故事动人，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中探索出了新路”；有中学老师说，“剧作从

小切口进入，以接地气的

方式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

井冈山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患难与共的历史，堪称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

一部好戏的“能量”，

不会止于舞台，是艺术的

盛宴，定然也会是精神的

洗礼。吉安采茶戏《有盐

同咸》带给广大观众美好

的审美体验时，也让人收

获了精神的养料。

“全剧情节曲折，有历

史大背景中恢宏的革命风

云，也有感人肺腑的细腻

呈现，是一堂生动的党课”

“听着一句句俚语、方言和一段段民歌，一种

最淳朴、最本真的力量感油然而生，激发人

们奋发向上”……上午还在县里调研的赣

州市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所长、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杨俊，结束调研后驱车 3 个多

小时赶来看戏。“看完这部剧我非常激动。

江西是红色题材的‘富矿’，弘扬本土红色

文 化 ，打 造 江 西 红 色 IP，江 西 戏 剧 大 有 可

为。”

二
剧场的座位上，工作人员贴心地放了

《有盐同咸》介绍册。打开介绍册，主创团队

皆是“熟面孔”：编剧罗周，一级编剧，十余年

笔耕不辍创作了百余部剧本，多次获曹禺戏

剧文学奖、田汉戏剧奖剧本奖等；导演童薇

薇，一级导演，执导作品百余部，涉及数十个

剧种，作品多次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等；唱腔、音乐设

计吴小平，一级作曲，曾获群星奖、音乐金钟

奖等；扮演七秀的演员吴非凡，一级演员，中

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双料得主……

尽管都是名家大腕，但面对这次创作，

主创们还是直呼挑战不小，“一戏一格，每次

创作都是一次新生”。

“ 这 部 剧 很 不 一 样 吧 ？！ 所 以 我 很 爱

她。”罗周是个 80 后南昌姑娘，她 16 岁到上

海求学，后来去了江苏工作。辗转 20 多年，

离家乡远了，但江西人的精神特质，始终在

她内心蓬勃生长着。

接到创作邀约后，罗周来到井冈山采

风，查阅史料、搜集素材。在对江西民歌的

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人们对信仰、对理想的

执着追寻与坚守，与这种质朴的文字非常贴

切”。于是，她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古典雅致

的语言，在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本地方言和民

歌、山歌。“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以乡音写

作，也是第一次完全用山歌体抒情叙事。我

被井冈山这片灼热的红土地深深感动着。”

有戏剧同行“爆料”，《有盐同咸》是罗周

“花了半条命写出来的”。当时，她感染新

冠，缠绵数月，硬是在病床上交出了初稿。

“创作时除了贴合红色题材，我也努力贴近

我们江西人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特质。七秀

不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剧中关于她的许

多情节，都是有原型的。我在七秀这个人物

身上寄托了很多，她身上的那种蓬勃生命力

就是典型的江西人的性格。同时，她也是我

对于自己身份的一个回溯，从外部发现世

界，从向内发现自己。所以，我打心底非

常热爱这部作品。”

罗周与吉安采茶戏第一次结

缘 ，全 身 心 都 交 付 给 了《有 盐 同

咸》。而执导该剧，是童薇薇与吉安

采茶剧团第三次握手。此前，童薇薇还受邀

执导了吉安现代采茶戏《远山》、采茶畲歌戏

《热血山哈》。

与老朋友再度合作，童薇薇既开心，又

感到压力很大。她说，“必须实事求是闯新

路”。

“回到家乡，感到非常亲切，也想尽最大

的努力把这台戏打造好。”去年，当《有盐同

咸》进入排练阶段时，正值酷暑。童薇薇在

剧团旁租了个房子，在吉安扎下来，每天没

黑没白地排练。

童薇薇和罗周作为戏剧界两位著名的

江西才女，这是她们合作的第七部剧了。两

位才女惺惺相惜、默契十足。“我比较知道她

需要什么，想呈现什么，她也知道我需要什

么，想呈现什么。”

在创作感言中，童薇薇说：“井冈山精神

蕴含着中国革命制胜之道，烛照中华民族复

兴之路，穿透历史，跨越时空。井冈巍巍，筚

路蓝缕，‘只要红军有盐吃，就得让老百姓的

菜碗也是咸的’‘我们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

盐同淡’，这些质朴而又深情的话语，不仅镌

刻进历史，更镌刻进人民心中。”

为了让剧作出新出彩，童薇薇在舞台上

引入了大型机械，带有旋转功能的中央舞台

为第一表演区，三组升降机抬高三块长板，

高低错落似群山，为第二表演区。童薇薇还

将吉安灯彩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了剧作。

主创诚意满满、不断创新，主演同样直

面挑战，别开生面。

吴非凡是名

粤 剧 演 员 ，她

凭 借 在 童 薇

薇 导 演 的 粤

剧《鸳鸯剑》中

的 精 彩 表 现 ，

先后获得第

19 届 上 海

白 玉 兰

戏 剧

表

演艺术奖和第 27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饰

演七秀是个全新的挑战。”剧中山歌妹子七

秀说的是吉安话，唱的是采茶戏。而采茶

戏为曲牌体，粤剧为板腔体，二者发声演唱

体系不同。最困难的是语言障碍，吴非凡

把剧中的台词请老师用吉安方言录下来，

天天对着学。在排练厅，她一歇下来就找

人现场教学。去小卖部买东西，她也不忘

用“塑料吉安话”和老

板聊天。

饰 演 杨

鸿 飞 的 青 年

演员朱英杰，

唱 功 扎 实 ，

唱 腔 极 具 穿

透 力 。 剧

中 ，杨 连 长

在战斗中右

腿 负 伤 ，包

扎小腿的绷

带 染 有 血

渍 。 朱 英

杰 在 此 前

的 排 练 中

右 脚 踝 不

慎骨折，右

脚 背 肿 得

比 左 脚 大

了 一 圈 ，他

强 忍 疼 痛 ，

带 伤 演 出 。

导 演 助 理 陈

超 ，也 是 剧 中

长 根 的 扮 演

者 ，一 人 身 兼

两 份 重 任 。 饰

演 罗 思 元 的 青

年 演 员 刘 行 博

是 第 一 次 演 反

派 ，他 自 言“ 怎

么 招 人 恨 就 怎

么演”……

童 薇 薇 说 ：

“ 我 很 感 谢 这 些

年 轻 的 合 作 伙

伴 ，他 们 给 了 我

很多灵感，也给了我很多力量。”

三
好戏总是磨出来的。

且把时针往回拨一些。2023 年 12 月 13
日晚，伴随悠扬的谢幕曲“亮晶晶的盐粒像

满天星，光闪闪的红军是不灭的灯。有盐同

咸无盐同淡，跟着红军哥哥走哟，走过长夜

到天明”，台上的演员们慢慢聚拢，向观众谢

幕。台下的观众纷纷起立，回以雷鸣般的掌

声。

此次《有盐同咸》在吉安保利大剧院举

行第二轮审查演出后，紧接着召开了专家座

谈会。

大家甫一坐定，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

第一个发言，聊起了这部剧带给他的感动。

“《有盐同咸》富有吉安特色，看后很受教育，

是一部集吉安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力量打造

的精品剧，是吉安红色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

新成果，具有独特性，是其它同类题材戏无

法取代的。”

《剧本》杂志副主编武丹丹对这次演出

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演出效果完整、流

畅，整个戏拉得很紧凑，也很好看，充满戏剧

性。七秀跟杨鸿飞之间的小情、老百姓与红

军战士的大爱，两者紧密相融。”

江苏省演艺集团艺术顾问、一级编剧、

著名剧作家张弘是第二次“刷”这部剧了。

“相比上次演出，有了很大提高，人物成长更

鲜明，内容更充实，逻辑更连贯。音乐具有

感染力，更有吉安采茶戏风格。”

张弘口中的“上次演出”，其实是 2023
年 10 月 26 日《有盐同咸》的第一场审查演

出。

那次，与他一起观摩研讨的还有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马也，人民

日报文艺部原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

总编、高级编辑刘玉琴，中国戏剧表演学会

会长、《中国演员》主编黎继德等十多位业

内专家。研讨会上，从剧名到场面调度，从

表演手段到音乐表现，从演员妆容到道具

细节，大家拿着放大镜“找茬”，碰撞智慧的

火花。

“演一场总结一次提升一层”是《有盐同

咸》创作过程中的常态。迄今，该剧审查演

出、汇报演出共 17 场，每次演出结束，或是

邀请专家学者研讨，或是组织主创说戏，《有

盐同咸》一步步打磨成了一部舞台精品。

吉安采茶剧团办公楼里有条长长的走

廊，墙上贴着一张张老照片：“八届八中全会

后毛泽东同志与本团部分演员合影”“1958
年陈毅同志与演职员合影”“1962 年曾山同

志接见剧团演职员合影”“吉安现代采茶戏

《远山》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第三届上海

国际艺术节白玉兰奖”“吉安现代采茶戏《乡

里法官》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 ’奖 ，第 二 届 江 西 艺 术 节‘ 优 秀 剧 目 ’

奖”……

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吉安采茶戏的灿烂

绽放。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面墙上，能“贴

着”这个乡野小戏的更多高光时刻。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亮晶晶的盐粒像满天星亮晶晶的盐粒像满天星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滇敏 万芸芸

本版图片为《有盐同咸》海报、剧照，由吉安采茶

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