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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真情 国粹演绎新时代工匠精神

青岛原创现代京剧《东方大港》首演

公共艺术接地气 一组“山娃”热闹了团岛山

王衍玉 保持纯真雕琢童趣

展示“筑港梦想”重在真实

原创现代京剧《东方大港》讲述山东港口集团
青岛智能港总设计师张连钢及其“连钢创新团队”自
主 创 造 世 界 奇 迹 —— 智 能 无 人 全 自 动 化 码 头

（QQCTN）的坎坷历程。该剧以张连钢的叙述构思，
推进情节，勾勒出戏剧冲突和场面动作，以灵动、细
腻、深刻、高远的视角回溯中国海港建设的百年历史
与风云变化。《东方大港》的故事有机地进入张连钢
的内心世界，展现当代海港人不畏险阻、自主创新、
协同作战、勇于创造的时代风貌与献身精神，探究和
构建当代海港人面向未来和世界的筑港梦想。

这部全新挑战的新时代现实题材剧目，创作需
要大量的真实素材为支撑，主创团队为了更好地把

握时代精神和反映生活本质，经过三年多的酝酿，收集整理
了大量素材，深入生活，直面一线工人。青岛市京剧院院长
巩发艺介绍，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该剧编剧、导演等主创、
主演先后多次赴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作业现场采风，深入
实地体验生活，与许振超、张连钢及“连钢创新团队”核心成
员进行了多次交流对话。剧本数易其稿，为后期的剧目创
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最终，《东方大港》以京剧艺术
为底色，艺术性地演绎张连钢及其团队鲜活而真切的建港
故事，将京剧美学与当代审美完美融合。

讲好“青岛故事”贵在真情

台上台下情感交织。《东方大港》正式在剧场亮相，这场
用京剧讲述的青岛故事，得到了许振超、张连钢夫妇、“连钢
创新团队”以及普通观众的情感共鸣。

《东方大港》的创排汇聚了全国顶尖创
作团队。总导演卢昂表示，作为一部戏来
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他们事迹的呈现上，还
要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希望从他内心
世界来讲述他的梦想。“如果这个戏能够把
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出来，并展现
他与众不同的独特思维和面对困难团队合
作去解决困难的能力，这展现的是一个时代
的精神，也是这个戏与众不同的地方。”

“张连钢和他的团队看得很激动，我觉
得我们没白费功夫。”饰演张连钢的演员张
建峰表示，能够把“连钢创新团队”科技强国
的事迹搬到舞台上，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东方大港》打造成留
得住的艺术作品。青岛港也希望这个作品
成为他们的名片，用国粹京剧传播青岛港的
事迹，特别鼓舞他们。”饰演张连钢妻子王晓
燕的演员王艳，直言这部戏所有的人物都非
常可爱，“特别是我扮演的王晓燕，不仅是张
连钢的妻子，更是整个智能港建设者家属的
代表。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家属的支持。”王
艳表示，首演时，剧中原型人物坐在台下，特
别有共鸣，“台上台下情感交织。”演员王越
在剧中饰演许振超，“之前没见过许振超，我
就在网上看资料图片，通过神态抓细节。”戏
曲要表现人的真善美，“直击心灵。”

作为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原创
现代京剧《东方大港》自立项至今，成功入
选 2022 年度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现实题
材创作工程”“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齐鲁文艺高峰计划”“山东省重点剧
目”。在青岛首演结束后，《东方大港》将赴
京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
联合举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一群红艳艳的“儿童”在绿草地上撒欢儿，热闹
了团岛山森林公园。4月8日，一组《山娃乐》主题雕
塑在层林和碧海之间揭幕，完成了一场自然与人文的
碰撞。“绿油油的山上缺了点红，有了‘山娃’就有了活
泼劲儿。”岛城本土艺术家王衍玉塑造雕琢的这组《山
娃乐》，是他儿时与小伙伴调皮捣蛋的童年定格，是他
对儿子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可以勾连几代人满满
的童趣。“公共艺术要接地气。”王衍玉认为，在市民
休闲娱乐的团岛山公园里，《山娃乐》乐得适合。

“王衍玉和他的孩子们艺术展暨团岛山森林公园
雕塑捐赠仪式”由青铁鼎峰云上观澜主办，青岛不零不
零文化传媒，行色艺文画廊协办，众多嘉宾、艺术家朋
友和市民共同在四月的春光里见证了这场盛会。

把《山娃乐》捐赠给公园，于王衍玉来说是给“孩
子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家。在安装雕塑的时候，王
衍玉几度落泪，“只有我知道这种感觉，走失的孩子，
全回来了。”这组《山娃乐》是王衍玉从事大型雕塑创
作的第一组作品，广受好评。“当年用半个多月时间，

创造了 12个孩子。就连‘孩子’的光头都是我夫人帮忙用
扑克牌打磨出来的。”王衍玉由此开始了“童趣”系列大型雕
塑的创作。曾经因为种种原因一度蒙尘的“孩子们”，在四
月里重新穿上红衣，活跃在春意盎然的公园里，王衍玉与夫
人一起，再度摸一摸“孩子”的光头，很是欣慰。

其实，《山娃乐》的捐赠也是王衍玉“游子归乡”送给青
岛的一件礼物。关于童趣题材的创作，是王衍玉一条已经
延续多年的创作主线。早在2007年，怀着对艺术的美好憧
憬，王衍玉离开青岛，前往北京，去寻找更加广阔的艺术天
地，从那个时候起，童趣的主线就已经确立。如今，回归家
乡的王衍玉捐赠《山娃乐》，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童真的

简单、愉悦，这恰好也从侧面映射出
了他游子归乡后内心的安宁。

王衍玉的作品里渗透出了最纯
真的意境，作品中带着淳朴的人间
烟火气，饱含着他对生活的深情和
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我是很执着单
一的人。”因为对绘画纯真的痴迷，
上世纪 80年代，王衍玉偶遇在青岛
带着中戏学生写生的何韵兰教授，
并成为她的学生，后来走上职业画
家的道路；因为一眼钟情了非洲木
雕，他研究木雕创作，又融入自己的
理念，完成了属于王衍玉风格的系
列木雕作品；因为回青后依山而居，
在崂山山水的自然气息中，王衍玉

又拿起画笔，画出了独具个性的中国画……
王衍玉在绘画与雕塑之间切换创作，创作灵
感相互交融不断迸发。“我是个工作狂。”王衍
玉总感觉艺术创作的时间还不够用。

艺术是以“我”为中心的，艺术家要把自
己能够拿捏的部分拿来打磨，才能创作出好
作品。王衍玉说，好的作品，尤其是公共艺
术，还要融入公共环境，他希望在团岛山休憩
玩耍的老老小小，能在《山娃乐》这组雕塑中
感受到童趣和欢乐。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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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京剧演绎“一座屹立
东方的大港；一群追梦、筑梦的
人”。4月7日、8日，由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共同指导，山东港口集
团、青岛演艺集团联合出品，青
岛市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东
方大港》在青岛大剧院首演。

这部根据真实事迹创作的
原创剧目，以展现青岛当代发
展为切入点，讲好青岛故事，弘
扬新时代工匠精神。京剧传统
的韵味，现代舞美的震撼，“连
钢创新团队”故事的再现，让观
众为《东方大港》喝彩。

王衍玉王衍玉（（中中））和小朋友留影和小朋友留影《《山娃乐山娃乐》。》。

““王衍玉和他的孩子们艺术展王衍玉和他的孩子们艺术展””展出绘画作品展出绘画作品。。

京剧京剧《《东方大港东方大港》》在青岛大剧院首演在青岛大剧院首演。。王雷王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