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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磨一剑，出鞘显锋芒。从
2021 年着手准备，到 2023 年精彩呈
现，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
海省演艺集团创作排演的歌剧《青春
铸剑221》以艺术的形式，为观众讲述
了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传递了一
代人在青海金银滩草原用汗水铸成
的崇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2024年，《青春铸剑221》更是成功入
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与时
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天桥剧
院成功上演，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观
众的广泛好评。

歌剧《青春铸剑221》不仅是青海
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青海红色文化
资源、讲好青海红色故事的生动实
践，也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的献礼之作。本期“文化”特
推出专版，刊发我省评论家撰写的评
论文章，带领读者一起走进《青春铸
剑221》的艺术世界，走进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

高原初春的黄昏乍暖还寒，一群佩

戴绶带的耄耋老人，兴致勃勃地出现在

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的青海大剧院门

口。他们曾经工作生活在新中国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厂，今天应邀观

看由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歌剧《青春

铸剑 221》。

赓续红色血脉
守内容之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军事实力和

经济水平非常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

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

力，保卫和平家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

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

“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

策。由此，以研制导弹、原子弹和科学试

验卫星为主要内容的“两弹一星”工程拉

开帷幕，成为新中国重大国防工程。

歌剧《青春铸剑 221》正是取材于这

段波澜壮阔令人扬眉吐气的史实。该剧

运用戏剧艺术丰富的表现手段，凝练加

工为“序幕”“高原梦想”“一路闯关”“保

密信箱”“爆轰决战”“尾声”六个章节，结

构疏密有致、张弛有度，剧情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音乐时而令人血脉偾张，时而

又如行云流水，舞台意象诗化、回味无

穷，以点带面，以面带全，不经意间就能

叩响观众心弦，让人一起回到那段虽尘

封已久但始终激荡人心可歌可泣的峥嵘

岁月……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铸就和平

利剑，数万科技人员、军人、大学生、工人

怀揣报效祖国的梦想，舍弃小家，奔赴青

海金银滩草原，在 221 基地隐姓埋名，忍

受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在基础条件十

分薄弱的情况下，奉献青春、挥洒热血、

攻坚克难，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自主研

制原子弹和氢弹。与此同时，一千多户

金银滩草原的牧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赶着牦牛和羊群迁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

……最终，“邱小姐”在罗布泊成功试爆，

在全世界面前炸开了一朵耀眼的蘑菇

云。新中国利剑在手，摆脱了核遏制和

核威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剧作用全景式手法勾勒了新中国自

主研制“两弹一星”隐秘而伟大的历史进

程。通过梁振道、沈思源、齐觉霖、李艳

等一组群体形象的刻画，于细微处见真

章，把宏大的主题用几个可知可感可信

的普通故事呈现出来，诠释产生强烈震

撼的艺术效果。一是原始记录性与艺术

性相契合，尝试新的戏剧舞台样式。以

“摄影者”的视角，剪辑真实的纪录片影

像资料，运用现代舞台丰富的多媒体表

现手段，巧妙地把剧情串联起来，使观众

身临其境，与剧中人生发共情、引发共

鸣。其中相融互洽的时代性艺术性特

征，也为红色题材的深度开掘提供了典

型范例。二是多侧面全景式描画，更加

凸显结构独特，格局宏大。剧中注意用

特定历史年代特殊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

运去感染观众，使大情、大义、大爱的主

题得到升华。剧作从研制核武器切入，

却没有仅仅局限于研制过程，而是视野

开阔，构建相辅相成的副线，在再现核武

器研制宏大现实场景的同时，着墨儿女

情长的感情线，让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

纠葛交织，并行不悖。艺术来源于生活，

艺术感染力来自于高于生活的艺术真

实，来自于政治性与人性的和谐统一。

典型情境，紧凑情节，真挚情感，提升了

戏剧舞台张力，使观众如沐甘霖，释放情

感体验，获得审美享受。三是全剧以音

乐创作为核心，用戏剧性、抒情性、时代

性交汇的音乐语言表现了红色史诗性内

容。该剧五位主要角色，都拥有令人荡

气回肠的核心唱段。其中《青春铸剑》

《向西向西》《青春的火焰在高原燃起》

《时光荏苒》等唱段紧贴剧情，凸显时代

特征，或激情澎湃，响遏行云；或幽咽婉

转，余音袅袅。剧中几个主要角色的咏

叹调、宣叙调，以及群体演员的重唱、合

唱，尤其是地方民歌和舞蹈场面音乐的

使用，在音乐上形成了多层次、多色彩的

强烈对比，使舞台呈现更加丰富，对于塑

造人物、讲述剧情、推动情节也起到了积

极作用，从而使音乐与戏剧完美结合。

全剧平实易懂质朴亲切，音乐风格豪迈

激越抒情细腻，表里相融，为提升主题和

情感、突出人物形象起到了画龙点睛的

重要作用。

不落窠臼
创艺术形式之新

歌 剧《青 春 铸 剑 221》甫 一 走 上 舞

台，亮点频现，散发不同凡响的气质。其

一，物质化舞台奢而不俗。剧作充分运

用现代舞台丰富的物质化表达手段，将

舞台空间合理切分，巧妙搭建高低错落

有致、暗藏机关变化的旋转舞台。乍一

看显示屏，酷似原子弹爆轰模拟实验场，

随着剧情的展开，旋转舞台旋即变换为

火 车 车 厢 ，嘎 斯 51，山 峦 叠 嶂 ，运 算 车

间，炸药车间，苏州阁楼……在新奇变化

中让观众目不暇接，产生强烈视觉冲击，

满足美的享受。其二，代入式表演恰到

好处。即时摄像投影以及“摄影者”参与

剧情表演。剧中一位二二一厂的后辈从

头至尾用摄像机记录着父辈当年奋斗的

足迹，精彩处亦会即时投影在显示屏上，

演员的一举一动以及通过他的摄像机镜

头传达的幕后戏，观众尽收眼底，如临其

境，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开启感官享受的

闸门。其三，致敬二二一厂前辈情真意

切。青海省演艺集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创作生产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优秀文

艺作品。剧目立项后，深入二二一小区

入户采访，聘请“核二代”担纲顾问，首

演时邀请老一辈二二一厂人前往青海

大剧院，为他们佩戴绶带、赠送纪念品，

并将他们请上舞台参与演出，在聚光灯

下向前辈致以崇高敬意。其四，与时俱

进 创 新 宣 传 ，不 遗 余 力 为 剧 目 摇 旗 呐

喊 。 排 练 演 出 期 间 分 别 策 划 了“ 小 剧

迷”探班剧组；剧目顾问书店解密 221 基

地尘封的历史；主创主演大剧院见面会；

致敬幕后英雄等活动；运用网络媒体持

续不断开展“青春铸剑 221：诵读”活动，

引导青年一代走进剧场，重温红色革命

历史，举办剧场党课暨主题党日活动，着

力讴歌为“两弹一星”事业兢兢业业、默

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主动思维
鼓实干之劲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青春铸剑 221》是青海省演艺集团

成立以来创作的首部歌剧作品。创作伊

始便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和旅游

厅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青海省演艺

集团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充分认识、全

面衡量集团各方面的优势与短板，整合

有限的人财物资源，力邀精英荟萃的国

内主创以及制作精良的顶尖团队展开全

方位合作。硬是凭着一股“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主动作为、

笃定实干的劲头，出色完成了剧作的编

排及演出。

三年多的筹备与创作，青海省演艺

集团为了打造一台内容与形式完美契合

的舞台艺术作品，遍尝苦辣酸甜百般滋

味。他们始终以深入挖掘本省红色文化

资源和历史文脉，以弘扬地域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青海故事为己任，带着对“两

弹一星”精神的敬仰执着于艺术创作。

主创团队先后 4 次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原

子城二二一厂旧址、“两弹一星”理想信

念教育学院等地进行深度采风，重温革

命先辈在原子城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对“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精神实质及时

代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主创团队

先后参观了爆轰试验场、二分厂和原子

城纪念馆，现场听取工作人员的详细讲

解。多次召开创作座谈会、剧本审稿会，

对剧本、音乐、舞美、服装等讨论、修改。

与此同时，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

演艺集团组织声乐演员和相关人员举办

“青海省民族歌剧人才培训”封闭式训练

和学习，集中全省艺术力量为剧目提供

人力保障。为成功塑造角色，演员们反

复琢磨、强化训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和

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完成排练演出，力

求高质量展示。节假日成了奢望，亲人

们久未团聚，一切都为剧目完美呈现让

路。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新时代，这

些正是对“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生动诠

释和具体实践。

“我以青春热血为国铸剑，我用激情

和智慧挺起国之脊梁，在三江之源，在昆

仑之巅，金银滩，二二一，将托起和平的

希望！”铿锵豪迈的合唱催人奋进，老一

辈二二一厂人身披绶带登上舞台，在聚

光灯下向观众挥手致意。微笑的面容，

满头的白发，让观众们肃然起敬。正是

他们，无怨无悔挥洒青春，用坚定的信念

和不屈的意志谱写时代芳华，新中国才

能傲然立直腰杆挺起胸膛。

期待这部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有信仰、有温度，歌颂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展现新中国红色血脉的歌

剧常演常新。也期待更多的观众走进剧

场了解青海，了解那段让人难忘的风云

岁月。

□祁小宁

利剑在手势如虹

◆一部永不褪色的青春史诗
◆一群隐秘伟大的无名英雄

◆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岁月
◆一场舞台艺术的视听盛宴

观 歌 剧《青 春 铸 剑 221》颇 有

感触。将这段光辉的历史，以歌剧

的艺术形式呈现，这应该是青海艺

术史上的首次。讲述 221 基地的

故事，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这是

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

良传统、崇高品质和爱国情怀的需

要，也是讲好青海故事、讲好中国

故事、讲好中华民族自强励志故事

的需要，更是树立文化自信、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和民族性格的需要。

关于这段历史故事，之前已经

有各种文艺形式去表现。当听说

青海省演艺集团要创排歌剧《青春

铸剑 221》时 ，心里还是替他们捏

了一把汗。众所周知，歌剧一直以

来都被认为是长于抒情而弱于叙

事的艺术形式，这么一段光辉的历

史，这么多的细节故事，要想在短

短的两个多小时讲清说透，面临不

少 难 题 。 等 观 看 歌 剧《青 春 铸 剑

221》时，却不由让人眼前一亮。主

创团队对题材、故事、形象进行了

深入思考和匠心编织，将这段真实

历史以审美方式再现，将“两弹一

星”精神高度凸显。

对 于 红 色 题 材 创 作 而 言 ，主

旨、立意的提炼、确立和展开都是

十分重要的环节。这部歌剧取材

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金银

滩草原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的史实。故事以当时的国

际形势和国家面临的困难为历史

背景，讲述了大批科学家、大学生、

解放军等有志之士秘密受命，赴青

海建设核武器试验基地这一段历

史。剧中以核武器自主研制全过

程 为 主 线 ，并 以 青 年 大 学 生 梁 振

道、李艳和工程师沈思源及妻子余

曼 婷 的 爱 情、家 庭 故 事 为 两 条 辅

线，并以此关照所有参与此项工作

的 英 雄 。 他 们 告 别 亲 人 ，远 离 家

乡，秘密奔赴青海，以“做隐姓埋名

人，干惊天动地事”为誓言，在极其

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攻破重重科学

难关，以满腔热血铸就大国之剑。

歌剧的本质是用音乐展开叙

事性、抒情性、冲突性和色彩性，

《青春铸剑 221》作为红色题材的艺

术创作，剧作将音乐和戏剧两个方

面充分结合，音乐旋律高亢激越，

振奋人心，不是号角，胜似号角；不

是冲锋，强似冲锋。剧情以“向西

向西”的号召，展开基地建设者的

决心和信心，“向前向前”坚定了

“热血铸剑”的强烈干劲。音乐用

进行曲速度，坚毅坚定的歌声如同

冲 锋 号 ，激 扬 着 所 有 建 设 者 的 斗

志。剧中核试验基地的建设者梁

振道唱道：“青春的火焰，在高原上

燃起，融化戈壁的坚冰，迎着荒原

的寒风，青春的火焰，映照星辰的

灿烂，拥抱黎明天边的晨曦，我们

是燃烧的火，我们有沸腾的心，满

腔热血和生命，放射出无限的光和

热情。”这就是热血青春在“铸剑”，

铸造着国之利器——“和平长剑”！

激昂的旋律，铿锵的唱词，彰显了热

血青年的热忱和担当，再现了 20世

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心怀祖国和人

民的有志之士“为了祖国的崛起，为

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惧怕风雨，

更不畏惧困难，迎难而上，迎刃而战

的壮烈情景，再现了当年“我们奔向

高原”一往无前的豪迈和激昂。

从音乐与地域特色的角度，创

作团队充分挖掘青海风格的唱段

和旋律。歌剧开幕的引子部分加

入了藏族姑娘演唱的“拉伊”，歌声

中的金银滩草原牛羊成群，鸟语花

香，蓝天白云下，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这是一片人间乐土，铺垫了青

海美丽的草原和草原人们安逸的

生活。剧中又插入了青海花儿“三

闪令”“憨墩墩令”，将歌剧中的主

人公与恋人的思念之情，用青海音

乐来充分表达。将地方音乐元素

灵活而审慎地运用，为全剧带来了

鲜明的民族色彩。

以情制胜，以情塑人。以情动

人是歌剧《青春铸剑 221》又一鲜

明的艺术特色。剧中沈思源给妻

子余曼婷的信这样写道：“曼婷，我

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给你写信，这

里距离繁星很近。”“这里可以贴近

大自然的呼吸，万物静聆，天地和

鸣。”“地冻天寒，但我们的心却热

烈似火”，让原本“冷得像冰窟”，

“远处是狼群”的高海拔地方，变成

爱情里的“乐园”，这是苦中作乐的

心理寄托。李艳在第二幕中思念

恋人：“我已来到你的身边，虽然不

知道你在哪里……相信终会有一

天真爱将在重逢中燃起心焰”，这

段戏剧性的咏叹调演唱技术难度

大，演唱者声情并茂的演唱让情感

的抒发很细腻，也契合剧中人物的

情绪和内心感情的冲突。剧中沈

思源牺牲后余曼婷对爱人的思恋与

不舍，通过委婉动情的演绎，让观众

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歌剧中对爱情

的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多，并非是“一

刚到底”“一强到底”的“直来直去”

手法，或热血激昂，或沉静凝思，或

泣泪涟涟，或破涕为笑。如梁振道

与李艳，沈思源与余曼婷，他们之间

事业与感情交织，但是当祖国需要

当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义无

反顾地选择国家和人民，为“国之利

剑”奉献自己的一切。

整部作品唱响的主题是“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是“两

弹一星”精神的内涵。剧中将王淦

昌、赵九章、郭永怀、钱学森、钱三

强、朱光亚、程开甲等科学家放弃

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归国科研

的画面一笔带过，这是因为剧情侧

重于核试验基地建设的片段，而非

忽略关键。剧中将核试验的数据

采集现场，将核爆和工作人员欢呼

场面采用历史影像资料，印证中国

核时代的重大意义和这部歌剧的

价值所在。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中，满满的都是中国人民的爱国情

怀。是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远

需要将青春热血与祖国命运紧密

相连的精神！

歌剧的演出可以落下帷幕，但

是这段历史和记忆却早已深深镌

刻于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回望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千千万万的

“沈思源、李艳、梁振道”对祖国、对

人民最深切的热爱、无私的奉献和

无畏的牺牲，足以穿越时空，让我

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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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铸剑221》晋京演出现场。

（本版图片由青海省演艺集团提
供。除署名图片外，均为《青春铸剑
221》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