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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话剧社原创红色话剧《《前路》》面向社区公演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做则必成。 ”
“在前路上，初心不变，我们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

11月 22 日，由虹桥镇初心话剧社自编、自演的原
创红色话剧 《前路》 正式面向社区公演。 该剧根据
1944 年发生在虹桥镇虹二村真实故事真实人物原型
改编， 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 演出人员多达三十几
人， 是初心话剧社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
礼物， 也是话剧社成立三年来首次呈现的一出大剧
作。 当晚，不少虹桥人通过视频直播观看了这部红色
话剧，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景、老一辈革命者坚定的
信仰力量，让屏幕前的众多观众热泪盈眶。

链接

初心话剧社成立于 2018 年 5月，成立的初衷是想通过社团搭建一个青年
交友交流的平台，并把一部分兴趣相同、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凝聚起来，
通过党建引领，以党建带团建的方式，围绕“立德树人”，引导青年人听党话，跟
党走，以话剧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演绎红色故事，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红色精
神，同时，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把“创全”“垃圾分类”等重点工作融入
话剧，作为话剧创作题材，把发生在身边的好人好事，典型案例搬上舞台，起到了
较好的宣传、教育作用。而“初心”的命名也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寓意深刻，朗朗上口，代表着剧社的立社之根，也是社员们的心
之根、身之魂，在“初心”引领下，社员们不仅在话剧社交到了朋友，充实了生活，
实现了梦想，还通过演绎话剧进一步感召和带动身边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
使命，社员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得到激发，话剧社也从萌芽走向了成熟。

经过近 3年的发展，话剧社现有在册社员 66人，平均年龄不满 35 周岁，其
中，有 30%社员来自村居、学校、机关等体制内单位，剩余 70%来自如利丰、瞭申
集团、中电投等“两新”组织和驻区单位。在现有的 66名社员中，党员有 20人，
约占总社员的三分之一，另有 2名民主党派人士。

去年，话剧社紧跟党委工作要求，成立了功能性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由虹桥
花苑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林慧同志担任，今年功能性党支部共组织开展了 9次
党支部活动，充分发挥其作用。
《前路》的诞生离不开政府的关心、指导与支持。虹桥镇主要领导年初就召

开初心话剧社座谈会，听取话剧社《前路》项目的整体规划与进度，而后又多次
商讨《前路》具体准备及演出事宜，协调演出和排练场地，镇团委作为承办部门
参加每场排练，负责场地准备、设备调试等保障工作，让演员们没有后顾之忧；同
时区宣传部也将话剧《前路》列为 2021 年《闵行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由于初心话剧社是团委下的青年组织，因此团区委领导也时时关心，经常
询问排练的情况。

主创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1 张文军 上海文联 副主任 编剧指导
2 周林珺 虹桥镇团委初心话剧社 科员、副社长 编剧
3 姚积汶 东华大学 副教授 导演
4 王妍佟 初心话剧社 宣发部部长 策划、制片
5 伊玚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制片 制片
6 李雪松 上海戏剧学院 美术设计
7 张梦 初心话剧社 宣发部干事 场记
8 薛晨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舞台监督 舞台监督
9 张倩 上海戏剧学院 灯光
10 邢佳 上海电影学院 服装造型
11 郁树西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主任舞台师 道具设计
12 杨倩 上海戏剧学院 19级灯光设计 灯光设计

MFA在读
13 林峰 视觉与数字媒体设计师 视觉设计
14 邱叶静 上海戏剧学院 剧场管理 音效设计
15 王旭博 初心话剧社 社长 历史顾问、故事策划
16 诸伟东 锦虹实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 故事策划

初心话剧社 文创部部长
17 张奕 金汇高级中学 教师 故事策划

初心话剧社 文创部干事

话剧《前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
事：在日寇及伪军横行的战火岁月里，
虹二村的村民陈金贵在地下党员龚舒
萍同志的引导下，从一个头脑简单的青
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斗争意识
的进步青年，最后与龚舒萍同志一起带
领全村老百姓勇敢地和日寇伪军斗争，
抗捐军粮米，最终抗捐的星星之火燃遍
了整个上海郊县，获得了胜利。
《前路》灵感来源是《那年星火》，

剧中人物均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剧中女
主角龚淑萍原型叫计梅真，1937 年加
入共产党，作为地下工作者一直活动在
上海周边，后被出卖牺牲。剧中一位诸
姓老革命家仍在人世，今年已经 102
岁。
“初心话剧社自 2018 年成立以

来，有过不少小品、短剧。经过三年的磨
练和成长，我们能否排一出长戏、大戏，
创作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恰逢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我们想要交出一份答
卷，既是献给党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
社员一份礼物。”初心话剧社社长王旭
博坦言，早在一年多以前，话剧社就开
始构思考虑，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故
事题材。直到 2020 年 6 月，虹桥镇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党课学习
中，初心话剧社社员们通过视频直播观
看了《那年星火》。
“《那年星火》以第三者口述的形

式，讲述了在虹桥乡的地下工作者如
何利用地下交通站来传送情报的故
事。这段虹桥镇自己的故事深深打动
了我们。经过几次社内讨论，大家确立
了以本镇真实发生的抗捐军警米的故
事为历史背景，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
型，撰写出《前路》这部话剧。”王旭博
介绍说。

“太难了，天知道我们经历了什
么！”首演结束后，演员们相拥而泣。为了
《前路》这部话剧，初心话剧社每一个社
员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克服
了一道道难关。
去年 10 月起，话剧社就启动 《前

路》的筹备工作，组成 5 人筹备小组，负
责故事大纲的构思。这样的思维碰撞来
来回回持续了 2个多月。
“大冬天的，大家在爱琴海讨论到店

铺打烊了还意犹未尽，继续站在黑漆漆
的大街上畅谈，一想到这部剧是虹桥镇
党史的再现，大家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
力量。”编剧周林珺回忆说。
对于一个非职编剧而言，要写好一

部长达90分钟的剧本并非易事。要做好
本职工作，还要兼顾家庭，半年多的时间
里，周林珺几乎每个节假日都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写剧本，6岁的女儿则被送到爷
爷奶奶家。
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效果，周林珺

翻阅了数不清的资料，单虹桥镇镇史就
来回翻阅了几十回。剧本中有一位老乡
绅，为了让自己更加贴近这个人物，她特
地买了一本讲述老乡绅生活的书，一遍
遍翻阅、研究。剧本中还涉及到不少虹桥
本地话元素，周林珺也作了很多功课，找
到本地老人取经，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实、
确认。“我作为编剧，要呈现给大家一个
真实的历史故事，自己首先要理清故事
脉络，尽量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不然写
出来的剧本很容易受到大家的质疑。”周
林珺说。经过前前后后无数次修改，她最
终交出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剧本。
有了剧本，初心话剧社在今年 5 月

建组后聘请了来自东华大学表演系的专
业老师姚积汶进行指导。
“如果说编剧、导演是赋予话剧《前

路》第一次生命及内涵的人，那么演员就
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决定观众直观感
受的人。”王旭博说，“虽然初心话剧社
的社员们都是非职演员，但他们对表演
的热爱与努力不亚于专业演员。每一位
社员都是在兼顾工作、家庭的情况下坚
持排练。”
从 5月到 8月，每周二、四的晚上及

周日全天，一周三次雷打不动的排练，每
一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参与。到了 8月，受
疫情影响，原定的演出时间推迟了，排练
的第二阶段开始了，经所有演员商议决定
将排练改为每周日全天，大家自发练习；
确定最终演出时间后，全体演员呢于 10
月底复排，仍保持一周三次的频率。这样
一算到正式演出，整个剧组已经排练了半
年之久，对演员的体力、精力都是极大的
考验。期间有好几位演员受过伤、做过小
手术，也有演员台风天还要连夜值班，固
全、疫苗接种志愿者也能看到他们忙碌的
身影，但是没有人因此缺席排练。饰演女
主角龚淑萍的演员王佳芸，是虹鹿居委的
一名社区工作者，也是初心话剧社初代社
员。因第一次出演的角色叫“阿香”，“阿
香”便成了她的艺名。此次在《前路》中
担任女主角，“阿香”坦言自己其实也挺
有压力。“此前从未演过一个半小时长度
的大戏，一开始记牢台词都有些困难。经
过几十次的排练之后，台词过关了，还要
细细琢磨角色，让自己尽可能靠近这个人
物。”排练过程中，“阿香”还做了一次小
手术，刚出院就往排练场跑，她还笑称自
己是“女汉子”，“轻伤不下火线”。
初心话剧社社员们的敬业，让导演姚

积汶也直呼“大大的吃惊”。“整部话剧
排下来，全体的社员还保持原来的阵容，
真是非常难得。我对这个团队的凝聚力表
示赞叹，他们的话剧不输专业团体。”

“《前路》这部剧不但承载了
我们个人的小小梦想，更是对历史
记忆的缅怀，对那个年代有志青年
梦想的致敬！”饰演“反一号”张
阿狗的演员诸伟东是虹二村的村
民，也是剧中革命者的后辈。参演
后，他表示自己深受感动，“像有
一团火在心里熊熊燃烧。”
《前路》中金贵的原型，诸伟

东小时候听奶奶讲起过。“奶奶
说，金贵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头
肿得不像样，身上到处是伤。”老
一辈革命家靠一种信念支撑，就能
经受严刑拷打。诸伟东饰演的张阿
狗是一个巡逻队队长，负责向老百
姓征粮。“排练过程中，我们一直
在探讨，张阿狗其实也是一个本地
人，为何站在乡亲们的对立面，他
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他也许不是纯
粹的坏，而是大时代背景的产
物。”诸伟东感慨说，这更加警示
大家要珍惜现在美好的时代，没有
生活在张阿狗所在的时代是我们
的幸运。
诸伟东的曾祖父曾是一名地

下工作者，祖父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早早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参
演《前路》之前，诸伟东觉得地下
党是很遥远的事情，曾祖父和祖父
的经历他很难感同身受。参演后，
诸伟东有了全新的领悟，一下子对
曾祖父和祖父肃然起敬。
他现在特别能理解，96 岁的

奶奶为何常常把“感谢共产党”
“感谢政府”挂在嘴边。“奶奶小
时候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天天
生活在恐慌中。现在每个月领着退
休金，政府对独居老人关怀备至，

幸福的晚年生活是她做梦都想不
到的。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这种
强烈的对比是很直观的。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
血换来的，一定不能忘记历史。”
其实，在《前路》创作的过程

中，每一个社员都收获了不一样的
感动。
周林珺在撰写剧本时就被一

次次触动着。其中一场金贵在牢
狱中的戏，写到金贵差点被掐死
的那一刻，隐约听到外面村民们
请愿的呼喊，想到引导自己走上
革命道路的龚舒萍，金贵咬紧牙
关，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金贵
在龚舒萍前辈的带领下，一步步
成长为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在狱
中，尚未入党的金贵经受住了严
刑拷打，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基本素养，这让我非常感
动。”周林珺仿佛在金贵身上看到
初心话剧社和每一个社员的影
子。“初心话剧社也是在党委政府
的引导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而
每一个社员也是在社团里不断成
长起来的。就拿我来说，我是一名
普通的体制内职工，加入话剧社
后，从一般的演员慢慢转型为幕
后编剧，就像金贵一样不断在成
长，理想信念愈发坚定。”
参演《前路》的演员中有好几

个孩子，最小的不到六岁，他们也
有很深的感悟。“小金贵和我一样
大，但是他出生在战争年代，没有
新衣服穿，也没有玩具。我很庆幸
能生在和平年代，拥有今天的幸福
生活。”饰演小金贵的小演员杨砚
池说。

《前路》面世，对于初心话剧社
来说，是一次蜕变。
演出时长 90 分钟，三十几名演

员参演，二十几名社员做后勤支持，
用社长王旭博的话来说，《前路》是
“一部标准大戏的制作”，“这部剧
让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潜能”。
“这个剧这么大，你们不行，你

们没有搞过。”创作过程中，社员们
听到过很多质疑的声音。但大家不服
输，“婴儿也会有第一声啼哭，也需
要第一次奔跑，作为一个社团，不能
一直躺在自己舒适圈里。”最终，大
家顶着压力，用实力证明了“我们可
以”。
“我们社的名字是初心话剧社。

何谓初心呢？我的理解是：从始至终，
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对我们宣讲的理
想、对党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发自内
心的热爱，始终如一，不舍不离。”王
旭博感慨。“当前提倡要用好宝贵的
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前路》就
是我们虹桥镇宝贵的红色资源，最动
人的红色故事。我们要告诉大家，初
心话剧社不光是为了玩儿，更要将初
心使命诠释给更多观众，用最流行的
词来说就是传播正能量。”
从 2018 年的第一部话剧 《家

园》，到 2019 年的《奔跑追梦人》，
2020 年的《连线》，再到 2021 年的
《前路》，初心话剧社的社员们在舞
台上展现自我、放飞梦想、绽放青春，
在表演中读懂初心、感悟初心，回应
初心。
未来，初心话剧社还有更多的惊

喜要带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期待这群
青年迸发更大的青春力量！

灵感 难关 感动 蜕变

虹桥镇初心话剧社排练剧照

讲述虹桥本地真实故事

□记者 刘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