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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今夜我剪短了，剪短了长长的秀发，
去对付魔鬼的肆虐……等着那花开芬芳春
来时，我打开妆盒，再蓄青丝再留这长长的
秀发……”

昨晚，第十届中国曲艺节“曲艺风·黄
河情”开幕演出举行，由上海评弹团“丽调”
传人陆锦花带来的抗疫题材曲艺新作《秀
发》让现场观众重温了年初全国人民万众
一心抗击疫情的感人场面。这部作品讲述
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上海评弹团著名
评话艺术家吴新伯作词。

灵感

1月 27日，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90
后护士刘文进，在随队出征前决定把已经
留了七八年的美丽秀发剪掉，而春节期间
理发店都闭店，找不到理发师，她决定由护
士长“操刀”，为其剪去秀发。朋友圈里的
文章不长，关于她剪头发的事情更是一笔
带过。但是配图却直击心扉，刘文进低头
剪发的照片看不到脸，而自拍照显示她是
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在我的印象里，90后还是小孩子，在
家备受父母宠爱，平时在工作中可能也会
犯点小错，会喜欢吃零食，会追星，总让人
感觉长不大。但是，在这一刻，她是一个战
士，是一个有担当、有使命感的年轻人。”被
朋友圈里的两张照片所触动，吴新伯决定
要写点什么。

于是，近300字的歌词在半个小时内
一气呵成。考虑到歌颂医务人员“逆行者”
的文艺作品已经有很多，而且大多描述的
是群像，而自己的歌词切入点较小，吴新伯
决定用评弹这一艺术形式来呈现。

巧合

“作为女人，我自己也有一头长发，平

时也是一点都舍不得剪。”1月28日晚，陆
锦花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故事，指尖一动，便
收藏了。

“她义无反顾的举动打动了我，也激起
了我的创作热情。”巧合的是，当天凌晨 1
点，陆锦花收到了吴新伯的一条短信，正是
开头那句唱词。紧接着，吴新伯问陆锦花：

“有没有感觉？能不能唱？”陆锦花的回复
是：“我试试看吧！”

创作之前，陆锦花很想认识这个女孩，
听听她的心声，便辗转联系上了刘文进。

“就这样把一头长发剪了，真的不心疼吗？”
陆锦花在微信里问。刘文进的回答是：“长
发剪了可以再留，但是抗疫时间不等人。”
陆锦花想问她要一张现场工作照，但刘文
进每天穿防护服，身上带不了手机，没法拍
照。每天脸上除了汗水，就是久久难消的
口罩压痕。

一番对话，让陆锦花与刘文进产生了
共情。“我就想要好好地创作这部作品，完
成以后第一时间唱给她听，唱给和她一起
在武汉奋战的勇士们。”就这样，这首既含
蓄又英气的评弹——《秀发》，以第一人称
的形式创作了出来。

吴新伯创作的《秀发》唱词和传统的评
弹唱词有所不同，大多以“直声韵”来结尾，
不宜拖腔。但是吴新伯却依然坚持以此入
韵，因为他说，“今夜，我决意剪短了长长的
秀发”，这句话是第一时间浮现在自己脑海
里的。为此，陆锦花觉得必须以一种创新
的方式来呈现。于是，在创作《秀发》时，她
在评弹中加入了流行乐和民谣的元素，而
为了通俗，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懂，更容易传
播，部分字的咬字发音结合了普通话的发
音，但是评弹的韵味还在。

巧合也许就是缘分，《秀发》的创作紧

锣密鼓地进行，1月27日有了歌词，1月28
日凌晨 2 点便开始作曲，1月 31日完成初
稿，然后又是修改，直到2月4日演出录制。

缘分

《秀发》的音频小样出来后，陆锦花第
一时间发给刘文进，她听了很高兴也很感
动。陆锦花和吴新伯说，那一刻，他们觉得
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当疫情过后，甚至
在自己的一生中，刘文进都可能会记住这个
作品，记住自己做出决定、剪掉长发的那一
瞬间，这就是这个作品的重要意义所在。”

结识刘文进后，陆锦花便掰着指头数
她在武汉的日子。刘文进的“战斗岗位”是
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这让陆锦花很
为她捏把汗。

“也正是这部作品，我和这个妹妹成了
朋友。我也看着她又慢慢蓄起了长发。”陆
锦花告诉记者，刘文进从“前线”回来经过
隔离后，她们在第一时间就见面了，那是一
见如故的感觉。后来，陆锦花还邀请她观
看自己的现场演出。“在我心里，像刘文进
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就是一颗颗小星星，因
为他们有着一个个闪耀的灵魂。”

“这是我第一次来平顶山，这座城市给
我的印象是秀丽、温润，富有底蕴。”陆锦花
说，平顶山是一座曲艺城，“一天能看千台
戏，三天胜读万卷书”的马街书会更是名显
天下。她渴望有一天，能够带着自己的琵
琶来到麦田间弹唱献艺。

陆锦花曾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拔尖人
才、上海市青年文艺家、上海市十大文化新
人，2018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新人奖”并
名列榜首。从艺以来演出3000多场，创立
了《花姐带你听评弹》系列讲座品牌，还创
立了评弹类新闻短视频栏目《弹眼陆睛》。
她目前致力于“评弹音乐”和江南民间音乐
的“新表达”。探索评弹的无限种可能，是
陆锦花“花式海派评弹”追求的方向。

一曲《秀发》动人心扉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李英平/图

“刘机长，乘客已经全部安全下机了，
人员已清点完毕。”

“多少？”“刘传健”发出低沉的声音。
“128。”女乘务员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

的惊喜。“一个也不少，都活着！”“刘传健”
长嘘一口气，如释重负。

这是中国第十届曲艺节开幕式上的节
目——群口故事《我爱祖国的蓝天》中的一
个令人动容的场景。

由国家一级演员、曲艺作家杨鲁平携
四名学生表演的这个节目，生动再现了第
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英雄机长”刘传健带领
机组人员成功处置突发险情，机上119名乘
客和9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的真实故事。

创作：八易其稿

昨天上午，刚刚抵达平顶山的杨鲁平带
领节目组人员，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彩排。在彩
排的间隙，本报记者对杨鲁平进行了采访。

作为军旅曲艺作家，相声、评书表演艺
术家，十几年来，杨鲁平一直在参加全国道
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并创作表演了一批
以部队道德模范为原型的优秀曲艺作品。

英雄机长刘传健是第七届全国道德
模范，今年春节前夕，中国文明办和中国
曲协把创作改编刘传健故事的任务交给
了杨鲁平。

杨鲁平说：“刚接到任务时，觉得压力

很大。当时电影《中国机长》已经播出了，
而且那么火，电影的视觉冲击力很大，而曲
艺光靠嘴来说，难度是很大的。”

为了对故事进行深度挖掘，杨鲁平首
先约刘传健在网上见面。“他是个军人，我
是个老军人，一见面，就非常亲热，我们在
一起聊得很好。”杨鲁平笑着回忆，“我对他
说，材料和报上发表的东西我都看过了，我
就要听你的心里话，当时在那么危险的情
况下，你就没怕过吗？”

“他告诉我，他虽然当过多年飞行员，
但从未遇到过飞机挡风玻璃突然破碎这种
事，这飞机上有 100 多条命呀，生死关头
啊。飞机落地滑行的过程中，是他最紧张
的时刻，甚至比空中出现险情的时候还要
紧张。因为当时制动系统已失灵，没有任
何的依靠。”杨鲁平说，刘传健给他讲了很
多真实的细节，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

“你要把这个故事变成艺术品，就要刻画人
物，把他典型化，让大家产生心理共鸣，靠
语言的魅力来征服观众。”

杨鲁平说，最终他和创作团队对故事
的细节进行打磨，多次重改结构，八易其
稿。从创作到排练，耗时4个多月才完成。

今年8月25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故事汇基层巡演在北京演出，以刘传健的
故事为原型的群口故事《我爱祖国的蓝天》
进行了首场演出，观众反响强烈。这部作
品之所以打动人，除了真实感人，还要归功
于杨鲁平的表演。他将影视表演、话剧独

白、歌曲演唱等融入评书作品，增强了艺术
感染力。目前，杨鲁平携团队已在四川、广
西等地参加全国巡演，这个节目已经演了
十多场。

看法：作品要写人

2006年，第六届中国曲艺节在平顶山
举办时，杨鲁平曾受邀前来参加，并主持了
一台晚会。第二次来到平顶山，他在感叹
平顶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对于
当下的曲艺创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

们的曲艺，一定要有文学性。所谓的文学
性，就是要写人。优秀的经典作品都是要
刻画人物的。而现在的很多快餐文化，不
愿意再沿着这条路走。一个作品如果不写
人，那你的作品有什么生命力呢？”

对于年轻一代的曲艺作家，他给出的
建议是：“一定要在作品上狠下功夫，要去
刻画人物，千万不要被快餐文化所迷惑。
当然快餐文化，市场也需要，但是你别忘
了，你只要站在舞台上演出，你为大众演
出，你就要有一种责任和担当。”

群口故事《我爱祖国的蓝天》令人动容

英雄机长真实故事
搬上曲艺舞台

杨鲁平在向本报记者介绍《我爱祖国的蓝天》创作过程。

陆锦花在表演评弹 （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