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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情节设置都跌宕紧凑、一
张一弛，每一个角色塑造都鲜活生动、
创新出彩，每一幕剧情演绎都融情入
理、引人入胜。越剧现代戏《绿水青
山》，接地气，通古今，用灵秀越音唱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丽水故
事。

《绿水青山》，剧如其名，以诗的品
性叙事抒情，以润物无声的唱腔感染
观众，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令人身临其境，
回味无穷，心潮激荡。

昨日 19时 30分，《绿水青山》在首
都北京国家话剧院剧场如约唱响。共
情的剧情设计，唤起浓浓的乡愁；越剧
的现代表达，让人耳目一新。

一开戏，便进入高潮。暴雨之夜，
方宏坤迫于无奈开闸排污，令人怒其不
争。冒险关闸的岳父肖春旺失足落水，
悲壮一幕让人难以释怀。方宏坤妻子
肖美云得知真相后，变卖家产，替前夫
还债，让关厂失业的村民领到了赔偿
金。她修复家乡生态，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后来被推荐成为了村委会主任，开

启了青莲村乡村振兴之路……
国家一级演员、浙江小百花越剧

院院长、梅花奖得主王滨梅饰演的肖
美云，精准、细致地展现出一个乡村振
兴带头人的耿耿初心和担当作为，一
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是真情投入。

饰演方宏坤的国家一级演员、梅
花奖得主华渭强，情绪拿捏到位，表演
层次丰富，刻画人物细致，把一位犯了
大错后悔过自新的企业家形象演绎得
深入人心。

戏剧围绕普通人追求绿水青山过
程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真情、责任、担
当等作为主线缓缓展开，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凸显小人物的大情
怀，于精微之处藏深意。

父女之情、夫妻之情、婆媳之情，
情景交融，发人深省。随着剧情的推
进和演员的演绎，观众犹如亲历，多
次被戳中泪点、笑点、痛点，情绪从悲
愤、担忧、宽容，再到深思、悲痛和释
怀。每位观众都在这场视觉盛宴中，
看到了生活中的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回忆起家乡的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并从中汲取出精神世界的“绿水
青山”。

更有无数观众看完之后，啧啧称
奇，认为该剧以文艺精品激活时代精
神，打破了主旋律剧易唱高调、搭空架
的窠臼，精彩演绎了老百姓关心关注
的身边事，是一场细微精致与宏大辽
阔共生的戏剧艺术饕餮盛宴。

在看完《绿水青山》后，军旅作家
王秋燕说，自己曾近距离观察了丽水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了文学创作，
她几乎每年都会前往浙江丽水寻找素
材和灵感，对这里的绿水青山颇有感
情。她说，她从这部戏剧看到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但它
又不是“图解”大道理的戏，而是通过
一个家庭，以及这个家庭中的人物命
运、情感，牵动和紧扣观众的心弦，让
人感动，甚至落泪。这也说明它是一
部艺术精品。“整个故事主题明确，格
调高雅，矛盾冲突合情合理，从中能看
到主人公的担当和时代精神。”王秋燕
最后说。

北京市民王连文曾从事媒体相关
工作。他看完《绿水青山》后，夸赞越
剧现代戏青春、靓丽、时尚，不但吸引
了老年观众，而且留住了青年观众和
少年儿童，从始至终津津有味地看完

全剧，并同频共振。
北京瑶光文化传媒公司的“90后”

市场销售人员王柳棋说，自己就来自
于丽水莲都。看到剧中年轻人返乡创
业，振兴乡村，让她也有了回家的想
法。“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着绿水青山，
现在该轮到我们这代年轻人贡献自己
的聪明才智了！”

舞台视野内的高山梯田、新农村、
古民居等文化元素，丽水山泉、缙云烧
饼、缙云爽面和青田鱼灯等乡愁载体，
发生在身边的“丽水故事、浙江故事、
中国故事”，都让“文兴丽水、挺进共
富”工程完美融入到越剧现代戏《绿水
青山》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和每
一位人物。

风物长宜放眼量。《绿水青山》是
大主题和艺术的交融碰撞，亦是丽水
与越剧的“双向奔赴”。该剧让首都观
众喜闻乐见、倍加珍惜的同时，也让观
众看得到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铭记住那片令人神往的物质和精神同
样富足的绿水青山——浙江丽水。

灵秀越音诠释丽水蝶变之美
——越剧现代戏《绿水青山》在首都北京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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