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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革命先驱李
大钊曾以《青春》一文唤醒沉睡
的国民，为破碎中国再造重生，
吹响了理想的冲锋号。如今，
李大钊的“青春精神”仍一直影
响着一代代青年并在传承中不
断继承和发展。

5月14日上午，由共青团
弋江区委员会联合弋江区文化
馆和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团委联
合编排的情景诗朗诵《青春》，在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跨时空对话，
新时代青年追寻“播火者”足迹

“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声声
铿锵、句句激扬。八位慷慨激昂的朗诵员
和二十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联袂演出，

携手朗诵饱含理想与希望，充溢力量和激情的《青
春》。

确实如此，“热血、感动，感恩当下”是观《青

春》给记者最大的感悟。“我们这部剧的八位朗诵
员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他们当中有高校
老师、公务员、文化馆的老师……虽然不是职业演
员，但是他们的朗诵水平和敬业精神绝对不亚于
职业演员。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二十一位在校大学
生组成了合唱团。”《青春》的主创人员卜雯琦介绍
说：“这次演出没有选舞台经验更丰富的职业演
员，也没有选人物形象更贴近的特型演员，是因为
我们更看重的是青年人的冲动和激情，剧中人物
想改变当时社会的那种理想和力量，与今天的青
年人是相通的。最主要的是，从他们演绎的片段
中我们可以看到非职业演员独有的真诚。”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情景剧演出，刚开始内心
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当我把披肩发扎成两根麻花
辫、换上清爽的学生服，站在充满年代感的舞台上
时，仿佛真的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材料工程学
院2021届学生严义伟说，“尽管已是多年前发生
的事，我仍能切身地体会到当时那些青年学生们
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我们跟着李大钊先生诵读
《青春》，我们也正在书写我们自己的青春！”

“我平时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看《觉醒年
代》，追了一遍又一遍。革命‘播火者’李大钊的崇
高胸怀和伟大正义感，激发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
怀，其中也包括我。前段时间正好《青春》在招合
唱团演员，我就试着报了名。”该剧合唱演员刘梦
梦表示，当得知自己被选中，在感到幸运的同时也
感到身上有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在采访中告
诉记者：“通过参与演出这次情景诗朗诵，李大钊
先生等革命先烈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让我在学
习上更加认真，生活上学会简朴，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我们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和
发扬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热爱祖国、努力学习。”

致敬《青春》，
用情景剧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

“在任何时代，青年都是有使命感的一代人，
我们希望通过非常特别的红色情景诗朗诵，探讨
每个时代赋予青春的含义，激励今天的年轻人立
足岗位，继续为国家为社会奉献青春。”弋江区文
化馆的李馆长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又恰逢李大钊英勇就义95周年，为此选
取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所作的《青春》原文选段，
以从革命年代到盛世华夏的时空变迁为叙述内
容，以弋江青年人为表演主体，编排了这次纪念特
别节目。“希望以此，让更多的青年人有感、有悟，
坚定信念跟党走，坚定那一句‘那光明里，一定有
我们的少年中国在！’”他说。

传承红色基因，是新时代的一大主题。情景
诗朗诵《青春》用独特的方式重温革命历史、缅怀
革命先烈、讲好党史故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革
命传统的传承力量和时代价值。

“我们是在四月初接到任务的，排演《青春》情
景诗朗诵版。”卜雯琦介绍说原来是打算举行一场
线下演出，后来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同时也为了
献礼“五四”青年节，留给大家一个永恒的记忆，于
是决定采用录播方式做成线上演出。

“排演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从挑演
员、分台词再到排演，其实也只有短短的一周时
间。”她告诉记者，还有就是刚开始排演时，有些学
生演员们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于是，每天的排
练就成了党史课，演员一边“上课”，一边排练。作
为主创，卜雯琦不仅要调动学生演员们的情绪，还
得把前因后果都明明白白告诉这些年轻人。到最
后的录制也不轻松，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一
个特写镜头中灯光师傅光是调试灯光就得耗上半
个多小时。尽管排演的过程很辛苦，可是大家都
毫无怨言。“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情景剧的形式，找
到党史与今日青年、今天生活的共鸣。”对此，李馆
长解释说。 本刊记者彭璐文汪武摄

舞台重现红色记忆 经典诠释青春使命
情景诗朗诵《青春》跨时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