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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钱学森，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铁道工程应届毕业生，我报考的志愿
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专业为飞机设计，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的专业能为祖国的
独立和强盛打造最坚实的后盾⋯⋯”

5 月 4 日晚，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灯
光璀璨，在钱学森的“航空报国”誓言中，
话剧《钱学森》拉开了帷幕。

4 月 26 日至 5 月 5 日，以邓稼先、钱学
森、郭永怀、竺可桢、李四光等科学家为主
人公的话剧《马兰花开》、《钱学森》、音乐
剧《爱在天际》、话剧《求是魂》、《大地之
光》在北京高校密集上演。作为中国科协
和教育部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
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剧目，这些话剧
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中国梦”，在
科学道路上的种种辛酸与快乐。汇演赢
得一致好评。

师生演绎

——在感悟中传承

“扎根苍茫大地/深爱热土家园/叶子
是碧绿的江水/花朵如天空般蔚蓝/马兰
花，默默人间美丽/马兰花，静静岁月流
传/马兰花，默默绽放荒野/马兰花，静静
安详天边⋯⋯”

以“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科学报国
事迹为主线的大型多幕话剧《马兰花开》，
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担任总策划
和总监制。

“剧本写了 20 多稿，剧名也是改了又
改，最后定为《马兰花开》。邓稼先隐姓埋
名，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呕心沥血忘我
奋斗了 28 年。没有什么比扎根苍茫戈壁
的马兰花，更能代表他默默无闻而又功勋
卓越的一生。”胡和平说。

《马兰花开》演员全部为清华大学在
校学生。这个春天里，通过师生演校友、学
弟演学长的方式，青年学子在演绎科学大
师的过程中，获得了一次精神洗礼。

“尽管已经熟知剧情，但每一遍观看
都会有一些片段让现场的工作人员热泪
盈眶。”《马兰花开》总导演李欣凌告诉记
者，虽然排练很辛苦，但演员们却觉得每
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觉得再多辛苦都值
得，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与邓稼先
这三个字相匹配，一定要对得起这个伟大
的人物”。

“ 一 定 要 造 出 中 国 人 自 己 的 原 子
弹！”话剧闭幕后，这样的台词犹在邓稼
先的扮演者梁植耳畔回荡着。梁植感到
一种许久未有的“冲动”，他引用时下最
热的中国梦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扮演邓
稼先使我对自己的‘中国梦’有了更深的
理解，就是要在所学领域做出有意义的
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国家变得更

加强大。”
《求是魂》剧组成员通过排演话剧也对

竺可桢校长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时的教师
连课桌椅都没有，他们拿一块木板放胸前就
能当桌子。这和现在的学生生活简直有天
壤之别。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在剧里，同学们投入的是真情，是对
科学前辈的崇敬，是对科学大师精神的传
承。”《爱在天际》导演郁百杨认为，这些展
现大师细腻情感、同学们亲身参与的剧作，
在青年学子中引起共鸣是必然的。

形象塑造

——活生生的人，不是神

飞机失事起火的一霎那，郭永怀与警
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血肉之躯在熊熊

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
墙，把文件完整保留了下来，这是音乐剧

《爱在天际》中的一幕。
“我们感动，因为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

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学生伍佳星
在剧中饰演青年工程师小田。她说，《爱在
天际》朴实而不张扬，“没有一句说教的话，
没有一丝歌功颂德的色彩，但许多观众的
内心却受到了震撼”。

谢幕后，很多同学的心绪和伍佳星一
样久久难平。

“创作这部剧时，我就决心要让她成为
一部充满人性和关爱的艺术作品，而非大
而空的宣传品。”郁百扬说，“这是一个讲述
爱的故事。”

剧中，郭永怀和家人一起返回祖国怀
抱时，他激动而憧憬；独自忙碌到深夜，仰
望苍穹时，他要“踏月踩星去丈量九天”；在
核武器研究基地时，他与家中妻子遥相思

念、心心相印⋯⋯所有这些情景的呈现，让
人感到，郭永怀既是一位科学大师，也是一
位感情充沛的人。

事实上，不仅是《爱在天际》，其他几部
剧也分别结合各自特色为观众塑造了鲜
活、真实的科学大师形象。话剧《钱学森》
中，分量最重的是钱学森回国之前的人生，
回国后的科研成就，则用诗朗诵的形式代
替了。话剧《大地之光》则重点再现李四光
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

“他们是伟大的，同时更是真实存在
的个体。”《大地之光》导演李铁表示，要让
观众感知这样一位科学大师，那些远离普
通人生活的丰功伟绩没有多少意义。“我
们要塑造的就是一位活生生的真人，而不
是一尊神。”

大师精神

——并未离我们远去

“真的很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话剧《马兰
花开》，没想到一点也不做作，很感动！”启
迪星幼儿园教师张利姗告诉记者，此前她
对邓稼先的生平事迹略有了解，但只停留
在“大”上，这次是真的感受到了那种“舍小
我为大我”的精神。

“很喜欢这种演出形式，就像走进了那
个时代，走进了大师身边，仿佛他从未离我
们远去。”张利姗说。

连日来，在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随着剧情演进，演出现
场时而出奇安静，时而掌声如潮。“人一旦
做了选择，就再也不悔”，“我爱我师，我更
爱真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
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科学大师们
铿锵有力的话语在剧场回荡，撞击着每一
个人的心灵。

在微博里，中国地质大学学生李蕾嫣
这样写道：“你看真理的火花燃遍山野，残
缺的矿石祭奠生死，高昂的歌声述说理想，
破音的喇叭沉淀岁月，话剧《大地之光》让
我的灵魂得到一次洗礼。”

“任何时候，都应该向共和国的脊梁
们 致 敬 ，无 论 是 其 实 际 贡 献 ，还 是 其 精
神。更重要的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生
命中的马兰花在哪儿？”4 月 27 日凌晨，清
华 大 学 学 生 陈 朝 松 在 自 己 的 博 客 中 写
道。几小时前，他刚刚看完清华大学排演
的以邓稼先为主人公的话剧《马兰花开》。

“大学不只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更是
一个学做人的地方！”这是《爱的天际》里的
一句台词，也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
处处长王文涛颇为认同的。在他看来，现
在很多影视剧，给了年轻人一些不好的导
向，此次汇演真的是增加了正能量。“老一
辈科学家都有着很淳朴的爱国情感，一定
要传达给现在的年轻人！”

4月27日晚7点，北京交通大学。
聚光灯下，年迈的李四光静静地躺在白色

藤椅上，受尽病痛的折磨，十分虚弱。此刻的
李四光，心中惦记的，依旧是地震中长期预测。

突然，一片静谧之中传来了一声闷响，一
块矿石标本，从他的手中滑落，打破了这沉重的
气氛。时间逆转，回到当初，他带领着学生穿行
在祖国的高山大川的日子里。

“序幕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简直不敢
相信这是你那位非专业、没有任何表演基础
的爱徒演的，太好了！”北京人艺的一位专业
人士对该剧导演、武汉人民艺术团著名编导
李铁如是说。

李铁的“爱徒”，指的是剧中饰演李四光
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勘查工程专业

大二学生赵新雅。演出时，观众们都被这
个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年人”吸引了注意
力。大家说，不仅神态像，连声音也模仿得
惟妙惟肖。

不过，李铁告诉记者，当初赵新雅从 70
多名报名饰演李四光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时，
很多人并不十分看好。“剧中的李四光已是
六七十岁高龄，身患重病即将离世，年龄跨
度那么大，这个小放牛娃子能够胜任吗？”

面对大家的担忧，赵新雅以实际行动交出
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前期准备阶段，赵新雅看
了两三本关于李四光的传记，了解其生平、人
生经历，以及与妻女、学生之间的故事，希望尽
可能地掌握人物性格。生活中，赵新雅悄悄地
观察老人说话、走路、吃饭的方式，有意无意模

仿使他很难将戏里戏外分清，同学们也因此
笑称他“小老头”。

有一次排练表现李四光“苟利国家，生
死以之”的崇高精神，他总是找不到感觉，最
后在聆听了导演讲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
家对科学事业竭力支持的故事之后，赵新雅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演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
更为饱满富有张力。

而在此之前，从台词、形体到发声、表演
等各项专业训练，赵新雅已经进行了 3个月
的强化训练。暑假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10
点，有时甚至是凌晨 3 点，他每天“泡”在戏
里，一个动作不到位往往要排上十多次。如
今，他已“出师”，像专业演员一般有板有眼。

“虽然我没有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没有经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我
经历了一场让我终生难忘的戏。我爱你中
国！”在个人主页上赵新雅写道。

他说：“今后将会沿着前辈们的足迹走下
去，即使这个过程很艰辛，也会努力追寻!”

文/本报记者 沈 慧

邓稼先简介
邓稼先（1924年—1986年），中国核武器理论研

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马兰花开》剧情简介
话剧《马兰花开》生动讲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

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的不平凡人

生，刻画了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崇高伟大的

爱国精神、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默默无私的奉献精

神、高尚纯粹的人格魅力”。

《马兰花开》秉持刚柔并济、青春向上的艺术风

格，融合音乐、舞蹈、影视、朗诵等艺术形式和多媒体

元素，在娓娓道来的亲切叙说中贯穿着跌宕起伏的

节奏脉动，全视角、立体化地重现了邓稼先成长成

才、以身许国的壮丽生命华章：从青少年时期就立志

报国、铮铮风骨，到与同事们一起艰难创业、勇攀高

峰；从在大漠中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到最后一息仍

心怀国家、致以永恒的敬礼；同时也细腻深入地描绘

了主人公质朴大气的英雄形象、丰富而赤诚的内心

世界和对家人、对挚友、对伙伴们的深情厚谊。

《马兰花开》总导演：李欣凌

《马兰花开》演出团队：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话剧队

及清华大学师生

《大地之光》剧情简介
本剧为无场次话剧，以李四光同

志弥留之际为切入点，讲述了先生组

织参与的寻找石油战略性转移、为中

国原子弹事业寻找铀矿、邢台地震等

重要历史事件，生动再现了先生的家

国情怀和传奇人生。

《大地之光》诠释了以李四光先

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祖

国富强，民族振兴而不畏艰难、勇攀

高峰的科学精神，包含了老一辈地质

工作者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体现

了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中国梦”。

《大地之光》总导演：李 铁

《大地之光》演出团队：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大学生艺术教育基地子非鱼戏剧社

竺可桢简介
竺可桢（1890年—1974年），我国著名科学家，

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地理科学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求是魂》剧情简介
该剧以反映竺可桢追求真理、培养英才、守护文

明、爱国奉献的辉煌一生为主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

上，力求展现人物的魅力和戏剧的张力，以呈现给观

众一台既有历史厚重、又有艺术灵性的校园话剧。

《求是魂》总导演：桂 迎

《求是魂》演出团队：浙江大学黑白剧社

“共和国的脊梁”

剧情介绍

“共和国的脊梁”

剧情介绍

钱学森简介
钱学森（1911年—2009年），中国空气动力学

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

《钱学森》剧情简介
话剧展现和讲述的是钱学森的爱国情怀与传奇人

生。该话剧选取了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时期是如何

将人生理想从“交通救国”转向“航空救国”；在美国留学

期间是如何坚持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敢于挑战权威；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如何冲破美国联邦政府的重重阻

碍而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他是如何带领第一代“航

天人”将东风二号甲载核导弹成功发射等等一些历史事

件为主线，这些事件无疑在钱学森的人生、新中国的导

弹航天事业历程上具重要意义，同时以钱学森与夫人蒋

英的爱情故事为副线穿插于全剧，通过演绎科学大师钱

学森的人生经历，比较鲜活地展现了钱学森的爱国之

心、求真之志、奉献之情、创新之魂，以及他与夫人之间

的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宝贵精神财富。

全剧带领观众走近钱老的传奇人生，近距离感悟

钱老伟大的人格魅力。

《钱学森》总导演：钱 正

《钱学森》演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话剧团、上海

交通大学护卫队、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社团阳光剧社

《爱在天际》剧情简介
《爱在天际》讲述了科学大师郭

永怀的感人事迹。全剧以郭永怀和

夫人李佩教授及女儿芹芹的亲情为

切入点，以郭永怀回国、育人、研制

“两弹一星”等故事为主线，把郭永怀

对祖国、对党的 深 厚 感 情 紧 紧 地 与

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联系在一起，

展现了郭永怀在“两弹一星”研制工

作中的重要贡献。剧中将科学家对

国家、民族、事业、亲人的情感作了相

当细腻的描写，深情阐述了科学家的

大爱精神。

《爱在天际》总导演：郁百杨

《爱在天际》演出团队：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师生

话剧《马兰花开》

话剧《钱学森》话剧《钱学森》

话剧《求是魂》话剧《求是魂》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话剧《爱在天际》话剧《大地之光》

大二学生演绎李四光：

努力追寻前辈的足迹

郭永怀简介
郭永怀（1909年—1968年)，著名力

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简介
李四光（1889年—1971年），中国现

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中国地质事业的主
要奠基人之一。

爱的故事传递正能量
——记“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

本报记者 沈 慧

特 写

《爱在天际》剧照。

《大地之光》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