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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家书，是一种家人之间传递思念

的形式。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

生自导自演的话剧 《家书》 中，这种

思念化为一种不一样的力量，更成为

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原创

舞台剧 《家书》 高校行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拉开序幕。《家书》 以革命烈士

冷少农的真实故事为蓝本，通过现代

大学生方绍闻与冷少农的隔空对话，

生动再现了冷少农在民族危亡之际，

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的英勇事

迹。在走近冷少农的过程中，方绍闻

也逐步坚定理想信念，毕业后积极投

身教育事业，完成了人格上的成长。

“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新时代青

年 必 须 具 备 的 核 心 品 格 ， 而 《家

书》，则完成了对二者关系的完美演

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4 级经济

学专业学生吉祥说。冷少农是贵州

瓮安人。作为贵州人，吉祥对这部话

剧很感兴趣，在观看中，他为各位演

员饱满的情感演绎所动容。

“母亲，我真的是不忠不孝吗……”

当冷少农挥笔写下独白家书时，吉祥

不禁潸然泪下，他认为这句话让亲情

和爱国之情的戏剧冲突彻底爆发，在

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张树辉，也是 《家书》 的编剧

和总策划。他介绍，《家书》 始创于

2021 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师

生奔赴贵州瓮安走访冷少农故居，开

始创作过程。 2023 年 5 月 5 日，《家

书》 正式首演，迄今已演出 12场。

“戏剧不仅是一种能比较深刻地挖

掘和传承主流文化的有效载体，更是

一种更加生动、形象，且更易于传播

的思政课形式。”张树辉说，这也是学

校创排这部舞台剧的初心之一。

选主演：演员与角色初接触

牟 思 源 是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2024 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生，也

是话剧 《家书》 里冷少农的饰演者。

他说，“加入家书剧组，是‘偶然中的

必然’”。

第一次被 《家书》 打动，来自一

次偶然的对话。牟思源刚入学就结识

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4 级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尹涛，并听说

了他与 《家书》 的故事。尹涛说，自

己之所以选择考研到社科大，是因为

看了这所学校的首部原创舞台剧 《家

书》 后，深受触动。他想把这个故事

讲述给更多的人，为此，他加入了剧

组，成为了第四代冷少农的饰演者，

还创作了一首同名歌曲 《家书》。

学 长 的 讲 述 勾 起 了 牟 思 源 的 好

奇，他在 B 站搜索到 《家书》 的一次

演出视频。“一封封家书，道不尽兼爱

无私的情怀，写不完血浓于水的眷

恋。”话剧的第一句话，便让他沉浸在

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仿

佛看到地下工作者们于刀尖上奔波、

在暗夜里游走，感受到他们在家书里

“句句不能说真话，句句都是真话”的

困窘无奈。

牟思源决定加入 《家书》 剧组。

要饰演什么角色呢？

“方绍闻，一位在‘剧中剧’设计

里，通过导演的指导，逐渐演好冷少

农的大学生。恽代英，冷少农的战

友、革命导师，先冷少农一步牺牲在

雨花台。何应钦，与少农同乡，做过

他的老师，但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

冷少农‘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

所有的角色都考虑过了，唯独“冷少

农”不在其列。牟思源想，“19 岁的

我，对话剧毫无了解的小白，怎么可

能高攀主角之位，去饰演一个有妻子

孩子的父亲、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

呢？”于是，他只填报了方绍闻、恽代

英两个角色。

然而，在面试场，导演却让牟思

源尝试了冷少农的台词。“你要早点儿

成长起来，准备接我的班”。想起学长

此前对自己的鼓励，牟思源多了几分

信心，完成了试演。

牟思源说，现在回想起来，成为

冷少农的饰演者，更多的是“偶然”。

因为恰好刷到纳新推送；因为恰好认

识一位学长，在犹豫时受到了他的鼓

励；因为看了演出视频后的一时冲

动；因为意料之外，导演让自己尝试

了额外的角色。

当然，“偶然”之中也蕴藏着“必

然”。或许是因为牟思源从小学习朗

诵、主持的积累，或许是因为他对学

生工作的热情，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父

亲也是一名军人，冷少农烈士的故事

唤起了他儿时与父亲聚少离多的回

忆，让他想起父亲自幼对他的教导。

牟思源说，看到家书的那一刻，“我的

灵魂能与冷少农烈士同频共振”。

与牟思源同样担任男主演的还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19 级本科生刘炳

辰，他是第一代冷少农的饰演者，他的

饰演得到了冷少农后人冷启中的肯定。

“这个娃娃和他长得真的很像啊……”

剧组在贵州瓮安时，冷启中专程赶来，

在饭桌上端详着刘炳辰，对家人发出了

感叹。

正是这一句感叹，为刘炳辰在历

史与角色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结灵魂

的桥梁。

站在冷少农烈士像前，刘炳辰庄严

地补行了入党仪式。冷启中亲手为他佩

戴党员徽章，这超越仪式的意义，是一

次纯粹信仰的跨时空传递。

冷启中带刘炳辰拜谒冷母的墓。冷

启中轻语：“老祖祖，这个娃娃在北京演

爷爷他老人家，是第一代扮演者，我带

他来看看您。”这至深的真情，烙印在刘

炳辰心中。对于刘炳辰来说， 这 段 旅

程，是一次灵魂的淬炼。它褪去了历

史的滤镜，让刘炳辰真切触碰了话剧

主演血肉丰满的生命和其背后绵延坚韧

的深情。

实 际 上 ， 不 仅 是 两 位 主 演 ，《家

书》 的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与角色的

“联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4 级国际政

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康柔饰演的是冷少

农烈士的母亲宋德惠，她选择这个角色

是想体验一把“老年人生”，也希望通

过演绎母亲这个角色在现实中更加理

解自己的父母；饰演方绍闻母亲袁亦梅

的 2024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王傲然

则是循着袁亦梅作为云南支教高中教师

的身份，与角色建立连接。她曾于 2024
年前往河北山村支教，因此对老师这一

职业“很熟悉、有感情”；还有不少演

员表示自己是被 《家书》 这一故事吸引

报名参演，每个人都有自己加入剧组的

初衷。

“高校学生在校园文化戏剧的创作

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挖掘相关史料，

并且通过戏剧语言讲述波澜壮阔的历史

巨变，刻画峥嵘岁月中的人物生平。”

张树辉认为，现代青年人乐于接受戏剧

的表演形式，学生们在进行戏剧创作

和对戏剧主旨凝练的同时，家国大义、

民族精神的种子也会自然地在心里生根

发芽。

《家书》要在舞台上一遍
遍演下去

从“小白”到能登台表演的成熟演

员，《家书》 的演员们经历了不少磨炼。

“近百次剧本修改，12场演出，五代

演员更替，两代主创人员交接，不计其

数的早功晚排、联排复盘……”这是

《家书》 总导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2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郑璐旻难

忘的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4 级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桑梓蕊深深感觉

到，话剧表演是很考验团队协作能力和

信任的一种艺术形式，演员不是只有自

己的独角戏，还要与他人、与道具进行

互动，要有随时面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和

心态。“在这些演出的过程中，我们拥

有了可以相互信任，共同合作的一群伙

伴，我为在这样的一个集体中感到非常

幸福。”

郑璐旻回忆，每场演出开始前半小

时，剧组人员会进行一个特定的环节，

这也来自复演热身时，艺术顾问老师

王鹤鸣传授给大家的“优良传统”。郑

璐旻记得王鹤鸣问道：“仔细想一想，

我 们 ，《家 书》 剧 组 ， 要 带 给 观 众 什

么？用一个词表达出来！”演员们的回

答各有不同，“家书！”“共鸣！”“红

色！”“信仰！”“亲情！”……一个词追

着前一个词，不约而同地从演员们口中

说出来。他们的手掌叠在一起，压着嗓

子喊着加油。

郑璐旻最喜欢大家“沉思琢磨”的

时刻。这往往是演员们遇到挑战或瓶颈

的时刻，演员们一次次试探摸索“最好

的表达”；舞美设计组合搭配，只为光影

一瞬；道具总监筹遍物资人手，策划丝

滑换场……郑璐旻认为，台上的高光，

更好的永远是下一次，但这个“下一

次”的绽放，是无数个台下的“如磋如

磨”时刻沉淀的结果。

牟思源说，至今还困扰他的问题是

走路，“平时迈大步，但台上不能迈太

大，迈小步后手会僵，一直没克服这个

问题。”牟思源作为主演，加起来能说一

个多小时的台词也是一大挑战，剧组经

常为了重大演出任务排练到凌晨，在一

遍遍的演绎中牟思源与许多演员形成了

肌肉记忆。

张康柔认为在排练中大家由不熟悉

变为现在无话不谈的好友，她在与牟思

源演绎第二幕“母子争论”的戏份时常

常不适应，总觉得自己像是“台词对话

机”，无法投入到戏中的场景，在导演的

指导下她有了进步；王傲然在贵州演出

前一晚录了 30 遍台词，当台词完全烂熟

于心时，她开始慢慢理解一位远在他乡

的母亲的心。

在王傲然看来，《家书》 中的方绍闻

和冷少农互为对照。宋德惠不理解外出

闯荡的冷少农，方绍闻也不理解把生命

奉献给大山的袁亦梅。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名为“爱”的桥梁终于弥合了两代

人深深的隔阂。宋德惠懂得了冷少农，

方绍闻也理解了袁亦梅。爱由他们以生

命的形式递给黑暗时代的人民、递给大

山深处的孩子，又由他们的亲人交还到

他们手中，实现了爱的回环。

在体验角色中找到“自己”

一遍遍演绎的背后，是演员与角色

的灵魂交流，也能让演员从内心深处认

可角色，“进入”角色。

王傲然回忆，在 《家书》 第一晚演

完后，全体演职人员返场谢幕。两侧的

大屏闪烁着每个人的名字，大家手拉着

手冲台迎接掌声，“这是我真正开始思考

‘舞台的意义’的时刻，也是终于找回了

对舞台的热爱的时刻。”王傲然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家书》 的舞台是她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舞台。在舞

台上，她第一次感受到演员和角色的

磨合，感受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实际

上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她个人的、有血有

肉的人，角色有自己的历史和人生。“这

比日常的思政课离我们更近，也更有教

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3 级汉语言

文学专业本科生赵晚同饰演 《家书》 中

的导演徐安萌。赵晚同本以为，经过那

么多次反复排练，可能会情感免疫，但

正式演出时沉浸式去感受冷少农的故事

时还是会感动。“比如第一章的吵架戏我

是真的很生气，第六章瞒着冷少农的死

讯，去探望德惠和娴贞的时候也是真的

不忍心。”赵晚同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这种穿越百年时空短暂走到另一个

人生命中的感觉很奇妙。

经过演出，赵晚同深深感受到，老

师平时上思政课更像是“客观灌输”“讲

故事”，而在 《家书》 剧组的演绎更像是

“主观探索”。每一次排练，每一次表

演，都是一次亲历的过程。这种经历对

于演员来说是讲授很难带来的，也是当

演员的幸福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 2022 级本科生孟屿昆饰演革命烈士恽

代英，他认为“舞台灯一亮，我就走上

自己的战斗岗位”，成为一个准备和同志

接头、警惕被敌人发现，或是必须在囚笼

中咬牙坚挺的恽代英。在孟屿昆看来，某

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双重的“战斗准

备”。每次灭灯登台前，他都会看到对面

场务同志、演员同志等幕后同志的眼神，

他们的眼神中是“时刻准备着”的味道，

那种状态非常鼓舞孟屿昆，这也是他从

同志们身上汲取力量的一种方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小

锋表示，话剧等文化产品是“以文化

人、以美育人”的重要抓手。这种“演

出+思政课”模式，以舞台艺术再现家

国情怀，让文化育人既有艺术感染力又

有思想穿透力。通过让学生深度参与

“编创演”，在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教

育，在角色代入中深化情感共鸣，引导

学生从“小切口”思考“大情怀”，这种

沉浸式教育能让价值观传递既有温度又

有深度。

从“小白”到主演：

00后演活《家书》与人物“灵魂共振”

通讯员 巩 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呈宣

“在即将到来的暑

运中，我们将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

工作，为旅客营造安

全、便捷、舒适的出行

环境……”暑运前夕，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

团有限公司包头客运

段昆明车队五组列车

员康楠在动员大会上发

出誓言。

每年暑期，留守家

乡的孩子们会从家乡前

往外地与在外工作的父

母团聚，开学季他们又

会陆续乘车返回家乡。

为了给小朋友们带来开

心愉快的乘车体验，康

楠每次出乘都会为“小

候鸟”准备一些故事

书、漫画、五子棋彩

笔、贴纸、彩泥等丰富

儿童们的旅途生活。

7 月 1 日 零 时 起 ，

2025 年暑运正式拉开

帷幕，面对长达 62 天

的运输大考，包头客运

段闻令而动，编织起一

张坚实的暑运保障网。

这也是全路客运列车迎

战暑运的缩影。

该段各党总支带领

团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以旅客需求为

导向，持续深化“晓红

先锋服务队”“青春伴

行小候鸟服务队”等特色品牌内涵，不断

创新服务方法，细化服务举措。

安全是暑运工作的生命线。青年安全

示范岗成员聚焦关键环节，主动排查车

门车窗、餐车里台、消防设备等列车关

键部位隐患，做到立查立改；运行途中

动态关注空调、厕所、洗面间、电茶炉

等服务设施状态，确保良好运转。针对

暑期特点，段内密集组织开展恶劣天气、

设备故障、突发疾病、水害断道、暴雨折

返等多样化场景的应急处置演练，确保乘

务人员流程清晰、职责明确、反应迅速。

同时，提前预想大客流应对，精心制订

乘降组织方案，加强车门口安全引导、

到站通报和行李架物品安全宣传，严防

砸伤，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每一步都走得

安全顺畅。

服务品质是暑运的软实力与核心竞

争力。团员青年志愿者全面推广“三主

动、三发现”服务法 （主动问候旅客、主

动征询建议、主动帮扶旅客；发现重点旅

客、发现旅客需求、发现遗失物品），让

暖心服务时刻在线，特色服务精准触达

不同群体：进京高铁动车乘务组贴心手

绘市内地铁、公交转乘线路图；各乘务

组配备爱心母婴包，设置儿童娱乐区；便

民服务箱内充电宝、针线包、胶带、指甲

刀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随时解决旅客旅

途中的急难愁盼。

优美舒适的环境是旅客美好体验的基

础。包头客运段在备品定位、卧具整叠等

细节上，采取列车长带头示范、乘务员学

习演练的方式，不断提升整备质量与标准

化水平，致力于让每一趟列车都旧貌换新

颜，成为旅客旅途中的温馨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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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阳望春 皮 益 梁陈郁

“苗医课程很有趣，观看了麻绳刮

痧，亲自体验了牛角拔罐，效果非常

好。”近日，在聆听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

县青年夜校民族文化课程后，青年学员张

芊高兴地说，通过学习苗族传统文化，对全

县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苗歌、苗

医背后蕴含着先辈们的生活智慧和情感，

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在近日举行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青年夜

校课堂上，共青团城步苗族自治县委联合

县苗医苗药协会、县戏剧曲艺家协会，邀

请该县青年苗医江冠礼及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山歌皇后”陈岩花到场授课。

江冠礼详细讲解了苗医起源和苗医养生基

础知识，现场演示了麻绳刮痧、牛角拔罐

的技艺。陈岩花向青年们详细介绍了城步

苗歌的起源以及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并

选取经典苗歌曲目 《苗乡人民爱唱歌》，

着重讲解苗歌演唱技巧，让学员们在学唱

中感受苗歌的独特魅力。

城步苗族自治县地处湘西南边陲，居

住着苗、汉、侗、瑶等 29 个民族。这里自然

风光优美，民俗风情浓郁，民族文化绚丽多

姿。城步吊龙、油茶习俗、中国南方杨家将

故事、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城步苗

绣、城步苗药等分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木叶吹歌、打

泥脚、庆鼓堂等享誉省内外。

为了让民族文化走近青年、走进年

轻人心里，更好地传承、创新、发展民

族文化，共青团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在县

委统战部 （县民宗局）、县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的指导下，联合县戏剧曲艺家协

会、县苗医苗药协会等协会，目前已在

青年夜校开设民族文化课程 3 期，吸引

120余名青年踊跃参加。

城步：青年夜校传承民族文化魅力

《家书》剧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艺术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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