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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锡山区云林
街道云林社区举行了一场低调
而郑重的《长大厦村志》发行仪
式。这部16万字的村志从酝酿
到出刊，整整筹备了三年，记录
了长大厦村一千年来的大事和
变迁。长大厦是无锡历史上有
名的一个村子，最著名的就是这
里出了两个载入史册的名人：唐
朝诗人李绅和元代大画家倪云
林。

2014年，云林社区所有自
然村完成拆迁，长大厦这个村名
逐渐隐退在时代巨浪的洪流
里。消逝的村庄和珍贵的回忆
如何留存下来？2017年3月起，
云林乡贤倪建明、倪建伟等人发
起了《长大厦村志》的资料收集

和文字编纂工作，得到了当地街
道、社居委以及热心村民的真切
支持。3年过去了，带着浓郁乡
土气息的村志如约完稿，编写团
队全面系统地收集、记录了长大
厦的发展变迁。《长大厦村志》介
绍了长大厦各自然村的基本情
况，记述了各自然村从解放前、
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
承包制、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的
发展变化过程，内容丰富、史料
翔实。倪建明介绍：“《长大厦村
志》的编写，是留给后代及远离
家乡的游子认识和了解家乡的
一份特殊礼物，也是长大厦后辈
缅怀先辈、寻根觅祖的重要依据
和珍贵史料。”

（陶洁 倪建忠）

不得不说，传统滑稽戏在新的时
代，有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滑稽剧
演员王伟坪说：“传统滑稽戏中噱头没
那么频密，对现代观众而言，节奏慢
了。还有我们很多包袱和噱头，你还
没抛出来，观众都知道了。所以很多
东西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变化，要去
适应市场和观众群的变化。”

其实，无锡的语言类剧种有很好
的群众基础，但是现在演员们更热衷
于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剧场演出却
很冷清，这使得无锡滑稽戏处于比较

尴尬的境地。让无锡的滑稽戏赢得更
多的观众，是目前滑稽演员的共同愿
望，薛峰表示：“怎样让滑稽观众的年
龄层降下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事。”《桃花朵朵开》这次的舞美很潮，
舞台和背景都是以桃子为雏形设计
的，一看就有种“甜蜜”的感觉；而此次
滑稽戏配乐，首次对无锡著名流行乐
词曲创作人肖斯塔进行了邀约，“这次
配乐会让观众听到不少音乐的流行新
元素”，肖斯塔说。

（璎珞）

“耳顺墨花——杭洪祥书法作品展”于11月7日在宜兴市美
术馆开幕，共展出这位60后宜兴书法家60件书法作品。由古吴
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顺墨花——杭洪祥书法作品集》在当天举
行的开幕式上首发。 （何小兵 摄）

昨天，由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高新区党工委（新吴区
委）、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无锡市文联主办，2020太湖文化
艺术季之一，“印象太湖湾”中国画精品展，在东方美术馆举行。
展出的80幅作品以“吴韵太湖”“人文太湖”“诗意太湖”“活力太
湖”“梦里太湖”为主题，再现了太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
人文风貌。 （陈大春 摄）

以本地“水蜜桃”为主题 吸引年轻人眼光

原创滑稽戏《桃花朵朵开》即将公演
2020 太 湖

文化艺术季正如
火如荼进行中，
舞剧《歌唱祖国》
刚入选百年百部
精品创作工程；
锡剧《泰伯》连演
五场，无锡民族
乐团成立首场演
出即将奏响；已
有六十多年历史
的无锡滑稽戏，
自然不甘示弱，
以“水蜜桃”为主
题的原创现实题
材滑稽戏《桃花
朵朵开》，排练已
接近收尾，11月
9日公演。

排练时间紧张，仅一个多月

“桃花朵朵开、美丽乡村来、蜜桃
大文章、幸福奔小康……”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市滑稽剧院，演员们正在排
练，短短的一句台词，足足说了10分
钟，“语调不对，节奏有点慢，再调整
下”，导演王咸俊盯着剧本，眉头紧锁，
几秒钟后直接站起身来，走到演员身
旁边演边讲起戏来，而他一个不经意
的表情，引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团
长薛峰告诉记者，滑稽戏排练氛围一
直如此，笑料包袱好不好，从自身实验
开始。《桃花朵朵开》讲述了90后大学
生周晓峰怀揣青春梦想，辞去城市工
作返回家乡桃花村扎根创业。这是一
部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切入点的戏剧作品。

从10月2日开排至今，演员们仅
是在国庆假期休息了一天，由于时间
过于紧张，原本排戏到一半才会参与
进来的舞美道具等工作人员，被全部
要求进排练厅看戏，同步开始设计工
作，而王咸俊本在开排之前需要跟每
个演员先讲一遍剧本，可是时间宝贵，
只能让演员一边排一边讲，以此来提
高效率。薛峰直言：“除了正常排练，
演员每天晚上还需要参加惠民演出，
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工作超过10
小时，大伙很拼也很辛苦。”因多项原
因，从2018年开始剧团就没有什么作
品，这次大伙也是铆足了劲，希望能让
无锡观众重新认识下无锡市滑稽剧
团。

让舞美配乐更年轻化潮流化

为何会选择“水蜜桃”这个题材？
导演王咸俊表示，阳山水蜜桃是无锡
的名片，也是享誉全国的文化品牌，而
滑稽戏就是需要贴近生活，既能保持
剧种特色，又能及时反映社会的热点
话题和生活中不时碰到的事件，早在
五月份与编剧王之昕探讨时，就达成
了一致。如何让故事有矛盾冲突、有
笑料包袱、有起承转合？著名滑稽戏
演员陈敏表示，在剧情中设计了不少

“梗”，如以往滑稽戏中的男一号都很
端正，这次就设计了一个调皮的大学
生形象，刚从校园踏上社会，有叛逆也
会犯错，而他与女朋友的父母是一对
冤家，这样人物冲突的喜剧矛盾点就
形成了。他强调，滑稽戏的嬉笑怒骂
同其他舞台艺术一样，兼收并蓄，是适

度夸张和诸多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
通过夸张、巧合、误会、重复等手法，达
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强烈喜剧
效果，让人们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中发
出会心的笑声。如上世纪50年代无锡
市滑稽剧团演出的《七十二家房客》，
很多无锡市民至今也不会忘记剧中那
个老裁缝，戴着一副断了一只脚的老
式眼镜，另一头用一根红绳缠着，系上
一枚铜钱挂在耳边晃荡，那就是生活
在旧社会贫民窟中滑稽可亲的小人物
形象。薛峰说：“如果看完就笑笑，对
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失败的，更多想有
一种正能量的传递，《桃花朵朵开》是
一部励志的戏，当代青年投身社会，如
何看待自身机遇，是需要通过努力、创
建、发现，才会有机遇的。”

让滑稽戏赢得更多的观众

李绅和倪云林故里出了本村志
乡贤助力长大厦史料发掘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