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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白蛇传》已经演
了70多年了，依然常演常新。上
海淮剧团精心打造的《水镜人
间 白蛇传情》在端午小长假期
间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一亮相，便
引起一片惊呼，因为这次该经典

之作化身为了沉浸式水幕跨界
新戏曲。

由上海淮剧团1953年首演
的淮剧《白蛇传》以其别具一格
的唱腔设计和表演风格深受戏
迷追捧。然而上海淮剧团显然
并不满足于守成，此次他们推出
的新版《水镜人间 白蛇传情》又
对《白蛇传》原作进行了很多精
彩的改编。内容上，此次改编对
传统叙事进行了解构，在保留原
本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设置了白
素贞、许仙、法海三人心理空间
的并置，以蒙太奇的手法揭示出
人性的复杂，放大戏剧的张力。
同时，增加了“艄翁”这一“命运
的旁观者”为叙事纽带，强化时
空的宿命感，丰富了“小沙弥”这
个角色的色彩性，既有传统戏剧
中丑角的诙谐幽默，也有当代视

角下“人性觉醒者”的一面。
而最大的看点还是“科技赋

能淮音”，舞美上的突破赚足了
观众的眼球。为了呈现沉浸式
水幕跨界新戏曲的效果，《水镜
人间 白蛇传情》以“水景幻境”
为舞台呈现的核心表达，在演出
的呈现方式上突破了传统的舞
台边界，将水景舞台的水域、技
术条件与戏剧情境做深度融
合。利用了水幕投影这一独具
特色与韵味的形式，随剧情推进
模拟西湖涟漪、江南烟雨、巨蛇
光影、金山巨浪，达到电影级的
视觉张力。

这部剧作将戏曲身段与现
代舞蹈语汇相交融，重新编创了

“蛇形水袖舞”“借伞舞”“水斗
舞”等写意、浪漫的身段、舞姿，
以此来表现出白素贞与许仙的

爱情。在音乐元素的运用上，以
民乐为基调，融合了多种风格的
音乐叙事，同时结合了现场乐
队，营造出现场感。导演谭昀表
示，通过新版《白蛇传》的创作改
编，尝试探索总结出，如何让骨
子老戏与当代审美同频共振，如
何将现代科技反哺戏曲程式表
演，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上淮特色
的戏曲现代化之路。

上海淮剧团团长龚孝雄表
示，《水镜人间 白蛇传情》水幕
跨界新戏曲的演出，不仅是淮
剧舞台上的一次全新尝试，更
展现出剧团在剧种发展、人才
培养、剧目建设上的守正创新，
坚持戏曲传承中“移步不换形”
的宗旨，在平衡传统与现代、继
承与创新关系的同时，勇于探
索未来，突破自我的勇气与决

心。同时也为观众带来更多创
新中不失经典、经典中不失新
韵的戏曲新体验。

三十载医路薪火
万千程仁心相传

原创主题话剧《行走在大
山深处的白衣天使》讲述了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医疗
服务团（以下简称“博医团”）自
1994 年成立以来，坚持前往国
家中西部地区，开展医疗志愿
服务长达三十余年的无私奉献
接力故事。

话剧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选
取1968年到1972年“指点江山
医疗队”扎根贵州剑河，以及
2004年、2014年、2024年博医团
赴宁夏西吉、云南永平、四川北
川、新疆喀什等地开展志愿医疗
的故事片段。

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博
医团服务覆盖面拓展到全国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中西部
为主）39个县77所医院，累计行
程35万公里，服务群众12万余
人次，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行
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

剧中领队“颜老师”，继承上
医前辈事业，带领博医团远赴

“老少边穷”地区；亦有接力者梁
向明，在奉献中成长，接过接力
棒继续前行；还有众多博医团队
员、研支团队员、云南永平挂职
干部等，共同见证博医团的担当
与奉献，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在“行走”的路上，博医
团队员们与57年前的“指点江山
医疗队”小分队成员进行时空对
话。

“江西瑞金队！”——“到！”
“贵州剑河队！”——“到！”作为
三十周年“特别篇”，话剧在过去
的基础上全新升级，再现了博医
团2024年暑期志愿服务出征时
激动人心的画面。11支队伍接
过旗帜、奔赴祖国各地。颜老师

将一面面旗帜郑重交予各支队
伍。随后的义诊群像中，远程医
疗、走村入户、便民义诊、代母看
病、故人重逢等源自真实事件改
编的故事徐徐展开。

“传承”是博医团三十年的
缩影，也是话剧的关键词。颜老
师从父亲、“指点江山医疗队”颜
队长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并接力
传递。中山医院急诊科医生栾
骁扮演了这位“领路人”。他表
示，最打动自己的是将博医团旗
帜交给“梁医生”的那幕场景。
剧中，曾是大山孩子“小梁”的梁
医生因伤受到博医团的救助，后
成长为复旦上医学生的“梁博
士”，最终接过了博医团的接力
棒。栾骁还曾参演过大师剧《颜
福庆》《陈灏珠》，他感慨道：“这
恰是对院歌‘人生意义何在乎’
的铿锵回答。”

青春成长照见现实
台前幕后托举医者初心
“角色从迷茫到坚定的蜕

变，正是医学生的成长缩影。”剧
中梁医生的扮演者、药学院2024
级本科生傅仰光深有感触。编
剧许静波介绍，改编后的剧本更
注重角色“小传”的设计，通过深
化角色背景，揭示医学生志愿者
与患者的深层羁绊。改编后的
剧本深化了角色在校学习经历
的设计，直面论文修改、实验受
挫等经历，通过多次实地采风和
调研采访，将“实验室的一串串
精密数字”与“山路上的一步步
脚印”紧密联结。

一幕幕生动的剧情勾画出
上医人坚定理想信念，在为民服
务中不断成长成才的弧线，更诠
释了医学生立志“将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的决心和修医德、行
仁术的责任担当。

多名医学生在剧中担纲重
要角色。在剧中人物成长的过
程中，演员也随之“入戏”。剧
中妇科医生“贺伦”的扮演者、
公共卫生学院2024级硕士生高
一丹被角色细腻的情感、为困
难家庭诊治的经历打动。她表
示，贺伦专注于女性健康，而她
自己也将在公共卫生领域为更
多人群服务。“她身上那种坚
持、踏实、不懈努力的精神，已
经被我有意识地融入自己的学
习和生活中”。

“我能深刻感觉到，这个剧
本中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基
础医学院2023级本科生艾克德·
买买提江饰演了“旦羌妈”等多
个角色。去年暑假，她在喀什二
院进行社会实践时，亲眼见证了
复旦上医援疆医生给当地带来
的改变：医疗技术提高了，许多
在外深造的少数民族医生也选
择回到家乡服务。这份源自现
实的共鸣，塑造了她对角色的诠
释，当剧中角色得知新技术能治
愈自己、重燃与远方女儿相见的
希望时，表现出的欣喜与感激格
外真实。

台前光影璀璨，台下久久为
功。演职人员中，幕后工作者和
演员的比例几乎达到了2:1。为
更好地呈现各个年代的城乡与
医疗场景，话剧开展了大量细节
工作。“业余”的医学生团队利用
课余时间参加创排工作，打磨每
一个细节。

“道具组长的职责远比我想
象中更复杂”，护理学院2022级
本科生高艺轩负责话剧的道具
筹备工作，对道具细节和年代考
证如数家珍。公共卫生学院
2021级本科生曾爽担任舞台监
督，他为自己整理了一本专属的
排练本，写满了调度笔记。“大家

在排练过程中的团结和奉献精
神让我特别感动。”曾爽说。

脑科学研究院2022级直博
生周雪、药学院2023级本科生余
靖雯不仅是副导演，也是本次话
剧排演的“多面手”。周雪在饰
演藏族“多吉院长”时，将昔日观
剧观众的身份转化为角色共鸣：

“有一次排练到深夜时，刹那间
懂得了前辈坚守边疆的医者初
心。”身兼道具、舞台监督等任务
的余靖雯，在谢幕那刻更是红了
眼眶：“当掌声响起，一切都有了
意义。”

话剧执行制作、公共卫生学
院2024级硕士生、“人才工程”兼

职辅导员朱晗表示，作为“桥梁”
和“管家”，他努力协调各方资源
保障话剧的顺利推进。他表示，
要将话剧中表现出的前辈优良
传统融入今后的学习和学生工
作中，为健康中国建设积极贡献
力量。

据介绍，话剧由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党委指导，医学院学工
部编排创作，入选教育部2025年
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2025年度上海高校“时代新人铸
魂工程”培育项目高校原创文化
精品。今年9月，话剧还将在复
旦大学相辉堂面向2025级新生
再次公演。

真人真事改编 讲述“博医团”30余年无私奉献接力故事

这部剧作致敬行走深山的白衣天使
“只有科学，才能护佑健康！”“医生治病，不怕路难走。”“今年是博医团成立30周年，我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向山海再出发！”……这个假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特别改编推出的原创主题话剧《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
使》三十周年纪念版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上演。

话剧中，一代代上医人行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医学专长，积极服务群众，为增进人民
健康福祉，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金雨丰 张睿哲 孙芯芸

高科技赋能 水边演绎全新《白蛇传》

《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剧景。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水镜人间 白蛇传情》剧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