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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省话时隔20多年后再排农村题材剧

《嫂子》向现实主义出发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在我省备

战十艺节的诸

多剧目中，省

话剧院正在排

演的话剧《嫂

子》是为数不

多的现实题材

剧，这也是山

东省话剧院时

隔20多年后再

次排演农村农

民 题 材 的 作

品。山东省文

化厅副厅长陈

鹏 表 示 ，《 嫂

子》的剧本经

过国内知名编

剧多次修改，

省话剧院集合

精 兵 强 将 排

演，“力争打造

出一部现实主

义 题 材 的 精

品。”

表现农民工

自主意识的觉醒

据介绍，《嫂子》讲述了上
世纪末发生在我国北方某城
市的故事，通过讲述“嫂子”这
样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进城
为丈夫讨回“命钱”，在城市里
为生计艰难奔波的过程，唤起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城市人
对农民工的理解尊重。

“这是一部反映农民工
自主命运意识觉醒的现实题
材话剧。”说起《嫂子》，被邀
请执导该剧的著名导演、中
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曹其
敬表示，“表现基层群众生活
命运的作品有生命力，而农
民以及农民工正是基层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阶层。”

《嫂子》中的主人公“嫂子”
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城里打
工的丈夫从施工的楼上掉下

来 摔 死 后 ，
“ 嫂 子 ”带 领
农 民 工 群 体
依 靠 法 律 手
段 讨 薪 并 最
终取得胜利，
曹其敬说：“我
无意把嫂子表
现成一个个人
英雄，她的行

为代表着这个群体的觉醒，也
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呈现立体的

“包工头”形象

《嫂子》直面现实的故事，
除了嫂子本身的经历，也立体
呈现了农民工群体，剧中的人
物设置包括来自山东、河南、安
徽、四川、陕西以及东北的农民
工，人物形象鲜明，其中小包工
头老袁，被认为是近年来同题
材作品中最为立体、饱满的包
工头形象。

曹其敬介绍，《嫂子》中
的农民工，大部分跟着一个
叫老袁的小包工头打工，“老
袁刚出场时，和人们印象中
的包工头形象类似，但随着
剧情的发展，他做了很多帮
助农民工的事情，比如嫂子
一家生活困难，丈夫又在工
地上死去，老袁为了帮助嫂
子一家，自己去卖血。而在嫂
子打官司讨薪的过程中，老
袁也做了很多正面的工作。”

曹其敬说，塑造一个不
一样的包工头，就是为了直
面现实，表现真实的农民工
群体，“因为老袁本身也来自
农村，之前很多农民工题材
里的包工头比较脸谱化，我
们力争真实。”

打造一部

现实主义题材精品

为了打造好这部话剧，
省话剧院的大部分演员都将
出演该剧，按照舞台作品AB
角设置的规矩，除了董烜、翟
兵等省话主力担纲主演，康
群智、林悦章等省话资深演
员也被从影视剧组里紧急调
回担任主演，导演、编剧以及
舞美设计、音乐作曲等，都邀
请国内一流团队加盟。

导演曹其敬曾经创作出
歌剧《苍原》、话剧《父亲》、京
剧《图兰朵公主》等众多剧
目，多次荣获文化部“文华
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等全国奖项。该剧编剧是曾
经创作出歌剧《二泉映月》等
剧目的国家一级编剧李宝
群。

对于选择《嫂子》这样的现
实主义题材，山东省文化厅副
厅长陈鹏非常赞赏，“这个剧本
刚刚创作出来时我就看过，经
过多次修改，是近年来难得一
见的现实题材作品，下一步就
是排演好，打造成现实主义题
材的精品。”陈鹏表示，文艺关注
现实才有生命力，《嫂子》里表现
的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意识觉
醒，现实意义深远。

摄影 杨振兴

本报讯 13日，山东
省首届网络小说大赛颁
奖典礼在济南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网络写手齐
聚一堂，共同见证网络文
学的魅力。大赛共颁出15

项大奖，《暖被窝》、《吴有
福的世俗生活》、《暴弑魔
影》分获短、中、长篇小说
一等奖。

山东省首届网络小
说大赛由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省网络文化办公室
主办，大众网、山东文艺
出版社承办，自2011年5

月28日启动，组委会共收
到小说作品509篇，共计
约1400万字，其中长篇小
说69篇，中篇小说77篇，
短篇小说363篇。评委们
通过投票选出了
1 5 篇获奖作
品。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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