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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激战正酣，第十五届江苏书
展也被人们喊出了“书超”的口号。在这
场“书超”中，无锡全市八大板块、13家
实体书店的惠民售书活动以及丰富多彩
的阅读推广和文化体验活动成功点燃了
人们的阅读热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阅
读热潮。在赶“书超”的过程中，读者们
发现，无锡人的阅读方式正变得更多样：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一次深度对话，也
可以是一群读者与作者的思想碰撞，还
可以跟着有故事的人一起阅读，甚至可
以朗读喜欢的篇章录制成音频与网友们
分享……从今夏开始，让我们换种方式
打开书。

■阅读的过程，也是体验的过程

翻开《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
北师大教授康震开门见山：“要真正领会
诗词之美，感受诗人之情，就要下笨功
夫，一行行读诗，一页页读人，才能记得
准、看得透、想得清，才能将优美的诗词、
深情的诗人刻在心里，融入血脉，化为基
因。”书展期间，康震携其新书莅临无锡
图书中心。他告诉读者，阅读的过程，也
是体验的过程，更是与诗人们谈心交心
的过程。“世界不是围绕你而建的，但读
书是你与世界对话的资本。”他鼓励大家
学习苏东坡的人生态度：面对困难时保
持信心，面对未知时坚定前行。

暑期是阅读的黄金时期，图书馆也
上新了阅读活动。“我们推出了亲子绘本
阅读、数字阅读引导活动，还招募暑期小
义工、开设成长训练营，服务不同年龄段
的小读者。”无锡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馆上架了科幻、童话、科普、漫画等
少儿借阅量较高的新书，“书声琅琅阅四
季·夏之咏”朗读活动也已启动，大家可
以点击该馆微信小程序参与，录制喜爱
的篇目，开启暑期阅读新体验。此外，7
月1日至8月31日，无锡市图书馆开放
时间将延长至每日21:00，邀读者解锁

“夜读模式”。

■分享的过程，也是收获的过程

书展期间，一场场新书分享会让作
者和读者都颇有收获。资深媒体人、作
家高仲泰携其纪实文学作品《江南荣家》
做客大公图书馆，与企业家代表展开深
度的思想碰撞。高仲泰全景式梳理了荣
氏家族百余年的风云历程，深刻剖析了

“梅花精神”的核心特质——实业救国、公
益精神、家国情怀、守正创新，以及“梅花
精神”如何深深烙印在荣氏几代人的血脉
与实践中，为企业家们理解荣氏家族生生
不息的成功密码提供了宝贵钥匙。

7月里，与气温一同飙升的，还有无
锡人的阅读热情：86岁的三测珠峰老战
士郁期青作为“耘林银发领读人”与社区
的孩子们分享了他喜欢的书《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这本书也成为孩子们的暑
期必读书；评书艺人蛋黄哥哥走进大众
书局美华里店，用生动传神的语言艺术
演绎了《西游记》的经典桥段，带领读者
沉浸式感受古典文学与传统说书的独
特魅力；阅读推广人宸冰老师携新书
《中国好家风》做客滨湖区“钟书房”旗舰
馆，与读者们分享如何为孩子创建良好
的家风……每个阅读现场，都留下了精
彩瞬间，亦引导更多人捧起书本。

■交流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

讨论书中的故事情节、总结概括故
事内容、分享喜爱的角色或是话语，阅读
需要交流，在交流中，更能感受阅读的乐
趣。“她一直喜欢读科幻类的书，我们也
很支持，这次专门来参加郝老师的见面
会。”涵涵妈妈拿着一摞女儿挑选的图书
走向收银台。书展期间，雨果奖得主郝
景芳走进钟书阁天上村前店，与读者深
入交流，分享其少儿科幻小说《银河学
院》的创作灵感与写作趣事。书店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不仅让
读者对新书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拉近了
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让科幻的魅力在
交流中得以充分展现。

7月3日至7日，为期5天的第十五
届江苏书展圆满落幕，由无锡市委宣传
部、无锡市新闻出版局指导的2025年无
锡市“钟书·阅读”暑期书香嘉年华活动
将延续至暑假结束。无锡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无锡将继续提升“钟书
房”优质阅读空间服务水平，不断擦亮

“钟书”文化名片，高质量建设书香无
锡。 （张月）

今夏，换种方式
打开书

用一部现代锡剧讲述科学家的
故事，起点高，难度自然也大。江苏
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一级巡视员方标
军评价，现代锡剧《钱伟长》将传统
艺术与时代精神、地域文化与国家
叙事、舞台创作与社会教育高度结
合，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象表达。
此外，该剧对于弘扬科学家精神、提
高地域文化影响力，以及结合文旅
资源、赋能思政教育等具有多重意
义。方标军建议，作为讲述“近代力
学之父”的一部剧，在表现亲情、家
庭和教育的基础上，可以增加科研
内容的呈现，比如钱伟长与钱学森
共同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等，剧情会更有意思、更加丰满。
拿到一个题材，摆在创作者面

前的问题集中在“写什么”和“怎么
写”。对于第一个问题，专家认为，
钱伟长最重要、核心、本质的身份是
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
保持毕生之热血，坚信科学“救中
国”。为了科学救国，他弃文从理，
国外留学，名扬欧美，却毅然回到千
疮百孔的祖国做教师，并成为新中
国力学的奠基人。不能上讲台时，
他又在妻子的呵护下默默从事科

研，甘做人梯。而他之所以能在任
何逆境中不沉沦，是因为他始终以
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社会作为
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这就是中国
的科学家精神，而现代锡剧《钱伟
长》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样一种精
神贯穿全剧。

在专家们眼中，这是一台不同
于传统的锡剧，是一本活生生的教
材。专家们也在考虑，如何让不同
的观众群体接受这部剧？“老戏迷、
青年学生、普通市民，他们怎么看？

这里头有一个互相照顾的问题。”有
专家指出，这部剧是钱伟长的一个
全传，从小讲述到老，展现了其完整
的人生历程。但对于戏曲这种以唱
为主的艺术样式，究竟是写人物的全
传，还是汲取其中一段最精彩的华
章，构成一个很抓人的戏剧性故事，
值得再审视、再动点脑筋。为此，专
家建议，对于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的
开掘不妨再深入一些，只有深入到钱
伟长的精神世界，这部戏才会避免浅
显。“我一直在寻找传统文化的当代
表达。”安凤英深知，锡剧要走向更大
舞台，吸引更广泛的观众，尤其是年
轻人，创新融合是关键。

科学家身份的彰显

在无锡籍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
生诞辰113周年之际，现代锡剧《钱
伟长》问世了。它以浪漫写意的叙
述方式，呈现钱伟长先生的光辉形
象，彰显钱老坚定的家国情怀、卓越
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我
觉得这个题材由无锡搬上舞台，是
使命，也是责任。”国家一级编剧、盐
城市文广旅游局剧目室原主任徐新
华表示，钱氏是个伟大的家族，但科
学家题材难写，钱伟长这个人物更
加难写。同时，比起话剧，锡剧的容
量有限。这部剧时长2个小时，能
有如此舞台呈现，令人惊喜。而惊
喜的原因，她归结为一个“大”字，即
由题材之“大”带来的胸怀之大、精

神之大、理想之大、成就之大，但是
大而不空。

现代锡剧《钱伟长》通过“夏之
烈”“秋之酷”“冬之凛”“春之殇”，展
现了“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跌宕起
伏、充满情感的一生。这个“情”字
体现在他每一个人生关键时刻的选
择中，夫妻情、师生情、父子情、同胞
情……然而贯穿始终的是钱伟长矢
志不渝、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今
天，这部戏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专
家们指出，要让观众从钱伟长的身
上看到，真正的爱国不仅仅是情感，

更是脚踏实地的行动。真正的科学
家精神是始终以解决民族生存与发
展课题为己任的，在全球化与科技
竞争的时代，这种精神将激励我们
将小我融入大我。

如何用戏曲表现大的题材？现
代锡剧《钱伟长》也在探索。该剧导
演安凤英从来没有简单重复自己，
她的每一部戏，都有其独特的创
造。在题材表现上，她赋予了该剧
极度的时空自由，详略得当，节奏把
握精准，该展开的时候展开，该控制
的时候绝不拖泥带水，使得整部作

品十分流畅。剧中的三个“谢”字以
及四个红衣舞者，甚至舞台上所有
的桌椅都有其语汇，像光束，又像是
人生寻找的路径，同时也是力学的
象征，与整部剧水乳交融，令人耳目
一新。安凤英说，在塑造这位科学
巨匠时，内心深受触动：“钱伟长先
生有句经典的话，‘我是一个爱国主
义者，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
的专业’，就是这种把国家需要完全
融入自己生命的赤诚，构成了这部
戏最核心、最动人的力量。所以在
处理上，我特别想把这种爱国主义
的家国情怀，用特别艺术的方式、特
别浪漫诗意的表达，呈现在舞台
上。”

题材大但不能空

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锡剧
艺术不断探索与发展，从传统走向
现代，展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现
代锡剧《钱伟长》让人印象深刻的还

有其舞美和音乐部分所呈现出
的现代感、艺术感。“一部科学
家题材的现代剧目，能有很强
的艺术性非常难得。”“这部

剧体现了一种很高的美
学追求，有现代的诗意

感、浪漫感，非常不容易。”“这部剧
发挥了中国传统写意的美学精神，
并且和西方极简主义结合得恰到好
处……”专家们表示，这部剧除增加
了视觉表现力外，钱伟长扮演者王
子瑜和孔祥瑛扮演者蔡瑜等演员的
唱腔也极具现代感，演员们在唱法

上花了心思、下
了功夫，让观众
有种深深的沉
浸感。

“这是一部
有着鲜明的时
代精神、人文内
涵、剧种风采，
以及独到审美
风格的剧目。”
中国戏剧家协
会顾问、中国戏

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对于该
剧营造的抒情、浪漫的舞台意象给
予了较高评价，同时希望能把故事
讲得更清晰明了。在专家看来，舞
台上大提琴独奏者与红衣舞者所
起的作用，应该成为一个意象更加
清晰、语汇更加准确的元素，进而
成为一个全剧难以剥离的元素。
此外，如果让音乐部分与戏曲唱腔
融合得再紧密一些，这部剧会更加
出彩。

自2021年动议以来，现代锡剧
《钱伟长》历经数年剧本创作、反复
打磨。今年，该剧投入排练并正式
演出。一路走来，全剧组心无旁骛
潜心创作，演员们精读原著、采风体
验、扎根排练厅，在导演的引领下，
沉浸到角色中去。“后期，我们会根
据专家意见，再做一些提升，尽最大

努力把这部剧打造成一部爱国主义
教育作品，更要让它成为一部用锡
剧的方式来传播无锡杰出人物、弘
扬科学家精神的精品。”无锡市锡剧
院院长蔡瑜表示，今年下半年，锡剧
《钱伟长》计划赴北京、上海、南京等
地开展巡演，不断提升影响力，让更
多人看到锡剧之变，让现代锡剧拥
抱更多人群。

展望未来巡演和剧目的持续打
磨，安凤英充满期待也深知责任。

“专家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们会
在文本、结构、唱词等方面继续提
升。科学家把生命融进国家需求，用
生命的热度把他们的故事铸成舞台
丰碑。”她最后凝视着舞台上那抹永
不褪色的中国红，坚定地说：“希望
观众能喜欢，更希望这部凝聚心血
的作品，能真正讲好无锡故事，传递
中国声音，让锡剧艺术在新时代焕
发出更璀璨的光芒。”

（张月、韩玲 文 / 宗晓东 摄）

保持美学与艺术感

7月4日、6日、7

日，现代锡剧《钱伟长》

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

正式与观众见面。舞

台上，演员们用精湛的

演技和深厚的造诣将

钱伟长先生的传奇人

生演绎得淋漓尽致，赢

得了阵阵热烈的掌

声。看到激动人心处，

不少观众流下了感动

的泪水。观众中不乏

青年、未成年人的身

影，“妈妈给我讲过钱

伟长爷爷的故事，这是

我第一次听锡剧，我很

好奇锡剧怎么把钱伟

长爷爷演出来。”小观

众陈逸杉的话也道出

了观众的心声。

“锡剧《钱伟长》高

扬爱国主义大旗，舞台

呈现令人欣喜，极大地

凸显了科学家、知识分

子的气质。”“用本土剧

种创作一部反映钱伟

长先生的剧目，具有强

烈的社会价值与现实

意义。”“导演手法好、

有创新，剧目彰显多重

价值和风格美学，完整

流畅、意象鲜明，具有

个性化表达……”演出

结束后，专家们在为该

剧打出高分的同时也

提出建议，希望主创团

队在文本、结构、逻辑、

唱词等方面再进一步

打磨和提升，努力打造

一部现代锡剧精品。

无 锡 城 江南意

“

“

“把‘钱伟长’搬上舞台，是无锡的使命，也是责任”

现代锡剧何以走上更大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