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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五华大型采茶戏《红土百姓》在梅城连续
公演五天，以小见大展现当地百姓生活情景

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红土百姓展现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人间温情
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采茶客韵彰显苏区精神

文/图 赖嘉华 精打细算的翠婶、村主任雄叔、“妈宝男”医生莫鹏辉、“没

大没小”的网红丁一、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青婶，在近日梅州公演

的大型采茶戏《红土百姓》中，性格鲜明的戏中人物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

据悉，《红土百姓》是梅州五华县自获评“广东省戏剧之乡”

称号后，精心推出的又一大型红色题材采茶戏。该剧历经数年

打磨，主要讲述在粤东苏区禾梨岭生活的百姓故事，紧紧

抓住时代的特点，以小见大，展现出了一幅和平时期

苏区百姓的生活情景，一经上演便获得观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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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日前，由五华县采茶戏传承
保 护 中 心 创 排 的 大 型 采 茶 戏
《红土百姓》在梅州市山歌传承
保护中心剧场公演，连续 5 天为
广大观众奉上极具地方特色的
戏剧盛宴。全剧以“矮子步、单
袖筒、扇子花”为表演风格，音
乐唱腔具有民间风味，喜剧性
强，凸显浓郁的客家风情和乡
土气息。

据了解，《红土百姓》讲述的
是现代故事，主要讲述主角之一
的“小编剧”来到粤东革命老区禾
梨岭，用他的视角，呈现出翠婶、
雄叔、莫鹏辉一家三口，与邻居青
婶以及女儿丁一的日常故事。在
禾梨岭经历一系列事情后，小编
剧从禾梨岭百姓身上看到平凡人
都有的“小瑕疵”，也看到他们质
朴善良的一面。

该剧中，禾梨岭村民翠婶与
青婶由于开始一个小小的“误
会”，日积月累，让两家人关系
越 来 越 复 杂 。 长 辈 的 恩 恩 怨
怨，也同样影响到了下一代人，
翠婶儿子莫鹏辉喜欢青婶女儿
丁一，丁一是个怀揣梦想的青
年网络主播，她回到村里义务
帮助村民直播带货，村里的禾
梨经过她的宣传，销量非常好，
也因此获得村主任雄叔的点赞
和支持。

“小区要花物业钱，结婚要花
彩礼钱。”当雄叔指出翠婶不要斤
斤计较时，翠婶唱出儿子生活的
难处，引得台下观众共鸣，连连鼓
掌喝彩。

不少观众表示，无论是剧
情，还是剧中的台词都非常接
地气，贴近现实生活，让大家都
产生共鸣。“《红土百姓》融入许
多现代元素、网络热词以及接
地气的话语，很不错！”观众张
先生表示。“一台戏一声腔，这
个 剧 唱 词 和 道 白 都 采 用 客 家
话，很多台词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经常讲的，很多事也是我们
经 常 遇 到 的 ，感 觉 非 常 接 地
气。”

“翠婶‘钱钻子’、丁一对长
辈没大没小的性格，这就是《红
土百姓》追求的真实一面。”梅
州市戏剧研究工作室主任、《红
土百姓》编剧林文祥表示，创作
之初他就考虑，用老百姓的故
事来进行创作。

“《红土百姓》3场戏中，后面主要
是我（小编剧）在一旁看着禾梨岭百姓
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其实考验演员的
表情，不能让观众觉得‘小编剧’是在
一旁发呆，而是随着剧中出现的情况，
将他的表情神态展现出来。”“小编剧”
扮演者张彬介绍。“丁一”扮演者张妮
表示，剧中的她是一名大大咧咧的女
孩子，与现实生活中的她有了性格反
差，对她来说有些许的挑战。

和张妮相比，“雄叔”的扮演者邓苑
雄已经是老戏骨了。他深知一出好戏
背后的“曲折磨砺”，“很欣慰看到年轻
一代演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这是
演员该有的态度。”邓苑雄说。谈及如
何让更多年轻人喜欢看采茶戏，邓苑雄
认为应通过送戏进校园，让广大学生产
生好奇并喜欢，甚至主动登台“唱戏”。

谈起当初为什么选用采茶戏的形
式来表演，林文祥介绍，广东省级非遗
五华采茶戏，是客家地方流传的地方
剧种，其唱词和道白皆用地方方言客
家话，通俗易懂，幽默诙谐，表演的动
作来源于茶农采茶、制茶、上山、下山
等劳动和模仿动物的动作创作的艺术
动作，角色形象生动，“采茶戏载歌载
舞，歌、舞、戏相随，是老百姓最为喜闻
乐见的地方戏剧之一，被誉为‘南国戏
剧百花园中的一朵艳丽奇葩’。”陈翠
媚表示，五华采茶戏本身具备“接地
气”的优势，客家方言也是该剧种的一
大特点，全剧在台词、表演细节和人物
形象上做好文章，就会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艺术效果。

据了解，《红土百姓》是梅州五华
县自今年3月获评“广东省戏剧之乡”
称号后，精心推出的又一大型红色题
材采茶戏。近年来，梅州五华县委、县
政府重点扶持采茶戏创排打造大戏，
切实加大重点题材和原创大戏的资金
投入。坚持开展戏剧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进景区、进革命老区活动，以
及“非遗进校园演出”“戏曲进农村”

“文化志愿者走基层惠民演出”“文化
进万家活动”“五华提线木偶惠民云展
播”等演出，每年演出400多场次。

同时，五华通过“请进来、送出去”
的方式，邀请专家到当地举办培训班4
期，参加学习培训280多人次，选送戏
剧骨干到外地学习培训19人次。采取
老一辈戏剧艺术家“传帮带”的形式，培
养一批青年演员为主体的生力军。

文脉众议

日前，《红土百姓》专家研讨会在梅州市客
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召开。相关专家畅所欲
言，围绕剧本、表演、音乐、舞美、灯光等多个
方面对该剧发表意见和建议。

“这部戏像散文体一样，用小编剧的视角，
走进这片土地。小编剧的视角与主创相同，既
客观冷静，又带有自己的情感，去观察这片土
地和人民。”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炜表
示，《红土百姓》很有时代感，结构严谨，人物
发展贴切自然，性格鲜明，脉络清晰。

“演出非常成功。”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原所
长吴惟庆认为，该戏贴近生活，真实反映当代
生活，时代感强，“这个戏可以尝试多下乡，载
歌载舞，老百姓喜欢看。”

广州市文研院副院长梁郁南表示，从《红土
百姓》剧名来看，本以为是大题材，看了之后，感
觉恰到好处，非常恰当地表现了苏区百姓的善良
而有担当的形象。他还表示，表演到位，与主创
团队的要求以及导演的二度创作有很大的关系。

相关专家纷纷表示，这是一部真正的现代
剧，紧紧抓住时代的节奏，用当代百姓生活中
最常遇到的事情，来展现基层百态。

《红土百姓》研讨会：

用当代百姓故事
展现基层百态 □赖嘉华

文脉链接

现场伴奏再现
五华大型采茶戏

□赖嘉华

《红土百姓》在梅城连续公演五天，
除了精彩的表演外，位于舞台旁的乐队
伴奏也引人注目。

“太棒了，现场伴奏氛围感直接拉
满，20 多年前听过现场伴奏，现在重新
启用真的太有感觉了。”观众张先生激
动地说。“将现场伴奏与采茶戏相结合，
会让演员的表演更加舒展。同时现场
伴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考验演员对各
种情感的拿捏和把控。”《红土百姓》主
演们纷纷表示。

据了解，这是五华县采茶戏传承保
护中心近二十年来再次启用现场伴奏，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乐队负
责人吴英祥介绍，采用现场乐队伴奏更
加真实，现场感更强。据了解，现场乐
队成员共九人，大部分是五华本地乐
手，此次音乐创作融合了高胡、二胡、扬
琴等 7 种演奏器乐，曲调节奏鲜明、舞
蹈性强，能更好地诠释人物形象，表达
人物情感，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
和独特的音乐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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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该剧设置了 3场戏，就在观众都以
为剧中莫鹏辉与丁一爱情恐无疾而终
之时，最后一场戏中，莫鹏辉从城里回
来，买了礼物准备送给丁一，翠婶得知
后，责备莫鹏辉乱花钱。莫鹏辉告诉母
亲，自己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与一项
艰巨任务，送礼物给丁一也是想拜托丁
一照顾自己父母。最终，一番真情对白
后，翠婶与雄叔表示尊重儿子选择，让
其参加任务，为国尽忠为民排忧。

“没有‘伟光正’‘高大全’的形
象，但这些红土百姓到了国家需要的
时候，一点都不含糊，毫不犹豫挺身
而出，反映苏区人民高尚的情操。”林
文祥表示，梅州是广东省唯一的全域

苏区，《红土百姓》集红色题材、乡村
振兴题材等为一体，以全新的散文诗
结构叙述剧情，用普通百姓的故事来
切入，呈现当代苏区精神永不过时并
代代传承这一宏大主题。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
功。据了解，《红土百姓》从 2020 年开
始筹备，历时三年精细打磨。三年的沉
淀，所有主创人员无论是对戏，还是对
人物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该剧呈
现出“60 后”至“00 后”、“五代演员同
台”的风采。其中，投身采茶事业数十
年的采茶艺术顾问邓苑雄出演“雄叔”，
女一号“翠婶”扮演者是采茶戏省级非
遗传承人陈翠媚，优秀青年演员黄小
丽、广东省“十佳丑角”李鹏辉以及采茶
新秀张彬、“00 后”张妮等共同参演。

“观众都对剧中人物给予了好评。”陈翠
媚说。

“该剧通过描述一群质朴善良的群
众，展现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的
真实的人性之美、之善，整部剧非常接
地气，是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广东省
艺术研究所所长王炜表示，这部戏生
动、自然、质朴，虽然剧中人物各自有自
己的缺陷，但是掩盖不了他们的善良和
面对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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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百姓》演出现场

翠婶卖禾
梨遇到小编剧

全 剧 以“ 矮 子 步 、单 袖 筒 、扇 子
花”为表演风格 张炳锋 摄

翠婶与青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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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丁一”为村民直播卖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