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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人
90后青年演员扛起主演大旗

话剧《多瑙河之波》全部启用90后青年
演员来担纲主要角色，他们大都毕业于全国
各大优秀艺术类高校。“很大胆地启用年轻
人，这在全国来说也不多见。”黄平安介绍，
本部剧年龄最大的演员是31岁的唐栋饰演
者赵海硕，最小的演员才21 岁。“他们虽然
年龄小，但是非常有力量，表演实力绝不输
给年纪。”

角色的年龄感和身份感、陌生的行业、
跨文化的语境等，对于这些 90 后青年演员
既是极大的挑战，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成长
机遇。唐栋说，自己为了揣摩角色，翻看了
大量的视频和材料，“饰演角色最难的是社
会身份的不同和职业的不同。所以，我通过
不同的办法，去了解这类人物性格的特点和
行为方式，包括了解大量行业内的知识。”

1998年出生的吴雪岩饰演斯梅代雷沃
钢厂的灵魂性人物——瓦拉达。剧中人物
与吴雪岩不仅有着较大的年龄差，而且代表
着不同的国籍和文化，“瓦拉达是一个瓶子，
我是一个杯子，我要去找我们的共同点，并
且把共同点在舞台上放大，让观众看起来像
那么回事。”吴雪岩说，找共同点，这是他在
表演上需要处理和把握的重要内容。同时，
为了深入把握人物情感，吴雪岩专门找到一
个塞尔维亚人，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

“我们剧院一直在积累专业人才，近年
来，新加入不少高材生，像南京大学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硕士、中戏的毕业生等，剧院给
了他们足够的机会进行学习，提升年轻人的
实际操作能力。”黄平安介绍，河北话剧院为
青年人才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和平台，使青年
话剧演员和专业人才得到极大锻炼。

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
花。话剧《多瑙河之波》在古罗马哲学家塞
内加的诗句中结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钢铁之花”将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
事，展现出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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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舞台浓缩大国情怀，精品剧目展
示大国担当。4 月 16 日，河北省话剧院演
艺有限公司创排的话剧《多瑙河之波》在北
京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正式与观众见
面，以艺术为笔，编织出中塞钢铁企业合作
共赢的壮丽图景，震撼着现场每一位观众，
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话剧《多瑙河之波》是一部以河北钢铁
集团成功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为
故事背景，展示“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国
际工业题材话剧。据悉，该剧是河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 2022 年舞台艺术精品扶持剧
目，还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
台剧创作项目资助，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本次演出，也
是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展演之一。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 吴潇 文/图

家国情怀
多瑙河畔书写“中塞一家亲”

话剧《多瑙河之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立意出发，以诗化的语言，以小见大、以情动
人，讲述了中塞双方在“家国情怀”的相通相融
中，从不理解到成为朋友，在多瑙河畔书写下

“中塞一家亲”的动人故事。
5000余名职工待岗、设备陈旧面临淘汰、

四台烧结机两台停摆、原料供应缺失……随着
一幕幕具有代表性的矛盾冲突上演，真实事件
被赋予了强烈的戏剧性。故事全程发生在多
瑙河畔的塞尔维亚，剧情紧紧围绕沉着稳重的
主人公塞钢执行董事唐栋、孤傲严谨的塞方副
总经理瓦拉达、机智干练的行政总监夏萱以及
活泼伶俐的米莉察等人物展开。

有国才有家，剧目伊始，面对瓦拉达的质
疑和担忧，唐栋便以“家”共情。“瓦拉达是有一
定的民族自信的。他想复兴，复兴钢厂，因为
钢厂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他的内心蕴含爱
国情怀。”瓦拉达饰演者吴雪岩说，通过角色，
他想传递给观众的首先就是家国情怀。“没有
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也是这部戏支
撑着我的主要情绪。”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词中多次提到‘乡
愁’，那么在这里，瓦拉达的乡愁就是重新让斯
梅代雷沃钢厂成为塞尔维亚的骄傲，而这同样
也是中方的愿望，他们其实是为了一个共同的

‘家’。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家，合作才能共赢。”现场观众冯先生说。

展现家国情怀，还体现在了剧名上。话剧
《多瑙河之波》编剧、导演黄平安介绍，《多瑙河之
波》的“波”指的一波三折。一是文化冲突的大背
景，二是多瑙河水位变化的自然现象，第三就是
家国情怀。“发展机会是国家给予的，是这个时代
的。剧中，唐栋母亲的形象其实就是国家的形
象，从母亲、国家的平台积蓄力量，是对自己国家
深沉的爱。家国情怀，也是两位主角的共鸣。”

为了展现人物情感，话剧《多瑙河之波》的
多媒体设计也颇具心思。据多媒体设计宋润
洁和王梓楠介绍，本部剧最特殊之处，就是采
用了三块屏幕立体结合，并根据演员台词、音
乐的变化跟整部剧融为一体。帮助观众走进
人物内心的情绪，理解人物内心想法。

六易其稿
塑造敢担当、甘奉献大国担当

话剧《多瑙河之波》的编、导、演主创团队均
来自河北省话剧院。该剧自启动创作以来，剧本
六易其稿，舞美、音乐、造型持续打磨，并多次召
开专家论证会，力图展现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

救活一座厂，幸福一座城。河钢人的到来，
使具有百年历史的濒临倒闭的斯梅代雷沃钢厂
燃起了新的希望。以唐栋为代表的河钢人面对
只剩下千疮百孔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没有退缩和
惧怕，“唐栋”们敢担当、勇创新，以饱满的信心和
昂扬的斗志使百年老厂扭亏为盈，重回健康发展
轨道。创作这部震撼人心的工业题材话剧，黄平
安坦言“压力很大”。据了解，2019年，编剧、导
演黄平安赴塞尔维亚进行了为期15天的创作采
风，切身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深刻体察了河
钢塞钢管理团队在当地的工作、生活状况，掌握
了第一手创作资料。主创人员同样多次深入河
北钢铁集团进行蹲点考察。

“如何把新闻报道中真实发生的事件艺术化
地呈现，如何把主旋律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有
人物，有故事，有饱满的情感，有清晰的主题，有
鲜活的人物，有科学的生活逻辑，这是很困难
的。除了实地考察采访，我们还深入挖掘了很多
塞尔维亚的文化内容，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目
前，已经六易其稿，后期还会继续修改。”黄平安
介绍。

打造一部“共情”的好剧，离不开舞美设计。
“现代、震撼。”舞美设计黄楷夫这样评价话剧《多
瑙河之波》的舞台效果。“这部剧题材本身就很现
代，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创作之初我们去了
钢铁公司进行采风，这里有中国最先进的技术，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部话剧应该把这个精
神传递给观众，让观众感受到百年中国的巨变，
感受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力量。”

“钢铁之花”绽放大国形象
话剧《多瑙河之波》4月16日在北京正式与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