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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高校出现了一批以本校历史发展中
的重大事件、杰出人物为素材，以激励和教育本校
师生为目的，进而传播大学文化精神、塑造大学品
牌影响力的校园戏剧作品。

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校史剧有着独
特的育人价值和效能。在我省高校中，以厦门大学

《哥德巴赫猜想》等校史剧目创排时间最早、参与人
员规模最大。近日，记者走进厦门大学，重温那些校
史剧里的青葱岁月。

“猜想”不止
点亮厦大人的戏剧时光

仲春时节，厦门大学《哥德巴赫猜想》剧组刚结
束在广西举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
宣传工程”汇演活动。从 3 月 29 日到 31 日，剧组在
广西大学汇学堂连演 3 场，收官演出当天，剧场四
层楼 1700 多个座位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上都站
满了人。

“当下很多‘90 后’和‘00 后’，对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科学家的了解，大多仅限于一个抽象的符
号。”剧组负责学生管理的陈淑铌说，她本硕均就读
于厦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留在学院担任辅导
员，被身边的人称为土生土长的“景润青年”。

作为“85 后”，陈淑铌的记忆中还留有那一篇
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们总是听老师
讲起，当时文章发表后，陈景润代表的‘科学精神’风
靡各校，在许多人心中树立起陈景润这一科学偶
像，而我也是受到偶像的影响选择了数学专业。”

陈淑铌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部剧是她读研
期间，那是这部话剧首次对外彩排。“话剧把一个科
学偶像从书本搬到舞台，立体鲜活地展现出来，让
我们感受到极大震撼。”十年过去，从学生到老师，
陈淑铌也从观众变成剧组的一员。

广西之行结束后，陈淑铌发文感叹：“《哥德巴
赫猜想》剧组演出第十年，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
猜想》问世 45 年，万人空巷追星数学家陈景润的盛
况依旧。”

《哥德巴赫猜想》校史剧是厦大“四种精神”之
“科学精神”的代表作，以陈景润在厦大和中科院的
生活为主要线索，围绕他与“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
界性数学难题的密切关系展开，将他几段起伏的人
生经历串联起来，讲述了他在人生每一阶段不断突
破困境，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取得历史性
成就的故事。

2012 年，中国科协、教育部等五部委共同启动
了“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旨
在集中展示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形象，弘扬科学家精神。从那时
起，以校史为主题的校园戏剧创作逐渐受到重视，
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浙江大学的《求是魂》、上
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等各类校史剧不断涌现。

2013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陈景润 80 周
年诞辰大会上，厦大领导宣布了一个决定，要把陈
景润的故事搬上舞台，让景润精神代代相传。由此，

《哥德巴赫猜想》应运而生。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14 年 4 月 11 日，《哥德

巴赫猜想》在厦大建南大会堂正式亮相。首演当
天，陈景润的妻子由昆也前来观看，给予极高的评
价，同时现场各方反响热烈。同年，《哥德巴赫猜
想》入选“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荣获“中国大学生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此后，
每年的迎新、校庆之际，《哥德巴赫猜想》都会与观
众见面。

“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一部分，排演校史剧不
仅是艺术教育和表演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更关乎青
年学子对真善美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厦门大学
美育与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楼红英介绍，该工程的
设立旨在通过“师生演校友”“师弟演学长”的方式，
以名校大师剧的形式，缅怀、纪念、宣传以报效祖国
为最高荣耀、在创造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辉煌
的科学大师。

“数学是自然科学界的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就
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数学是我存在的意义，哥
德巴赫猜想是我生命的目标啊，再给我一点时间
吧 ，我 要 把 哥 德 巴 赫 猜 想 从 猜 想 变 成 一 个 定
理”……如今，在厦大校园里，陈景润的台词许多
学生耳熟能详。

十年来，该剧不仅成为校园文化精品剧目，还
走出厦大，走向祖国各地，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
重庆、福州、内蒙古、澳门、广西等地巡回演出累计
50余场次，反响热烈。

校园戏剧
在演出中净化自我

“剧组始终坚持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均由各学
院学生承担，拥有不同技能、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
不同工作小组，分工协作，每一届剧组通过代代传
承的方式，与《哥德巴赫猜想》一起成长与蜕变。”回
顾过去十年，楼红英感慨地说。

据统计，在《哥德巴赫猜想》上演的十年里，累
计有近 700名同学参与过这部戏的台前与幕后。

校园戏剧，给他们的大学生涯带来了什么？
记者回访了多位历届参与表演的厦大学子，许

多人都能聊上一段不同的记忆与感触。

2014 级人文学院历史系学生陈智东是首任陈
景润的扮演者。参与竞选扮演陈景润这一角色时，
陈智东已临近毕业。

“戏剧给了我们自我表达的机会。”陈智东坦
言，自己平日是个不擅于抒发情绪与表达情感的
人，“我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一种感觉，可以让我
能把内心未能呈现的东西抒发出来”。

“在演陈景润时，其实也是受到了求索精神的
触动。主人公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对人生的追求也
是我一直想要努力的方向，因此产生了精神共鸣，
我表演时把我感受到的情绪释放出来，这对我的人
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已经毕业 5 年，对陈
智东来说，成为“陈景润”的那些年，一直如“灯塔般
的存在”不断指引着他。

校园戏剧在厦大校园里“生根发芽”还可追溯
至 2004 年。彼时，厦大戏剧影视学科正式开始招收
本科生，2010 年，以展示学生原创剧目为主的“中
文有戏”演出季创立，并逐渐成长为厦大校园里一
个充满特色的文化符号。此后，“外文好戏”“化院红
剧”等学院文化品牌也不断涌现。

“整个厦大在编创校园戏剧上拥有很好的基
础，但从学校层面去抓大的精品剧目，我们还缺少
导演师资。”厦大电影学院副教授王晓红介绍，为了
使得话剧制作更加精品化，厦大邀请到了国家一级
导演王根团队作为专业的导演团队全程参与指导。

“学生演员有两点优势，一是大学生有纯粹和
本真的特性；二是他们有很强的文化认知和理解能
力，悟到后就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绽放光彩。”导
演王根介绍。

今年大三的李龙琪来自材料学院，是本届《哥
德巴赫猜想》剧组陈景润的扮演者。“此前我没有接
触过表演、话剧，成为‘陈景润’也是一种机缘巧合，
可能是因为个人形象、理工科专业背景与景润先生
有重合的地方吧。”李龙琪坦言，在开始排练的时
候，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自己完全找不到人物的感
觉，“有一段时间感到很沮丧”。

排练中，李龙琪最难忘的是陈景润被批斗、烧
掉手稿的情节。“随着对剧情的了解，我感受到那是
陈景润先生一生的至暗时刻，我越来越感受到他的
痛苦，以及挣脱痛苦中的追求。”随着自身与人物情
绪的深度交融，李龙琪终于找到了“思路”：“整个演
出是在寻找一种意义。作为一个学生演员，我们不
能像专业话剧演员一样把演戏放在生活的首要位
置，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传播者，去传递思想
和情感。”

成风化人
美的教育走进校园

2020 年 9 月，厦门大学校史剧新作《遥望海天
月》《长汀往事》首次公演。其中，《长汀往事》全部演
员、主要工作人员均为翔安校区师生，成为厦大首
部由清一色的理工医科专业师生承担和完成的大
型校史剧目。剧情着重讲述抗战期间，厦大校长萨

本栋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带领厦大师生筚路蓝
缕、奋发图强，一步步实现“南方之强”的故事。

“萨校长说，‘历史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厦大，我
不后悔’。我想说，厦大带给我归属感，我也不后悔
选择厦大，我会带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砥砺前行。”在

《长汀往事》首次观演座谈会上，萨本栋的扮演者王
齐治动情地分享了自己的参演体会。

话剧《遥望海天月》讲述了厦大校长王亚南不
惧艰难险阻，与郭大力共同完成《资本论》的全译
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建设留下宝贵财富的故事。

“厦门大学与党同龄，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一
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因
此我就尝试把大背景融入到人物故事的创作中，尝
试在每一部校史剧中回答一个个时代之问。”担纲
校史剧编剧的王晓红从本科到博士皆在厦大就读，
加上自身专攻戏剧方向，围绕校园文化建设有诸多
创作。她常常思考：如何还原历史却不拘泥于史实？
如何宣扬正能量而不至于刻板生硬……

在话剧《哥德巴赫猜想》接近尾声时，为了呈现
哥德巴赫猜想“1+2”难关被突破的关键情节，伴随
着激昂的音乐，舞台上的“陈景润”一步步登上高
台，随后扬起手，厚厚一叠手稿随之飞舞，四散飞
落，唯美场景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

“校园戏剧的受众主要是学生，具有较强的教
育功能。如何把主旋律的作品编排得让年轻人喜欢
是我们主要考虑的因素。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上，
我们尽力做到剧中人物真实自然、故事生动鲜活，
在舞台呈现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创新来满足现
代审美的需求。”王晓红介绍。

建校之初，《厦门大学校旨》开宗明义：“本大学
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
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
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
之文化。”

这段话让楼红英深受触动。“启发学生对‘美’
这一价值的追求也是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校史剧
是用艺术创作重返历史现场，让学生在‘演’与‘观’
中对话历史，用青春的语言讲述校史，在演绎校史
中厚植理想信念。”她表示，这一理念也始终贯穿于
厦大校园文化与美育建设的全过程。

长期以来，厦大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2021
年，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美育与通识教育中心。除了
校史剧以外，厦门大学还创作有音乐舞蹈史诗《南
强颂》、原创歌剧《陈嘉庚》、经典诗文诵读音乐会

《嘉庚颂》、红色情景剧《南强红笺》等一系列校史题
材的文化艺术作品。

在楼红英看来，美育更多的是一种情怀教育、
价值观教育，追求高尚审美情操和向善向好幸福体
验的教育。

“文化艺术是美育的一种载体，以一种美好的
形式去传达一种美好的理念。校园美育在很大程度
上围绕着学校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发现和挖掘其中
的精神内涵和成长动力是每一个厦大人的使命。”
楼红英说。

恰同学少年，厦大校史剧里的
□本报记者 蒋丰蔓

校园戏剧这一
文化形式在高校的
流行与发展由来已
久，可追溯至五四
运动时期。彼时的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子在新文化思潮的
感召下，积极参与
到引进西方戏剧理
论 、传播现代戏剧
理念 、建设戏剧专
业教育的过程中。
高校戏剧文化起源
于高校戏剧社团，
例如北有清华新剧
社、南开新剧团，南
有复旦剧社、东吴
剧社等，均有悠久
的历史，打造出重
要的文化空间。

近年来，全国
高校涌现了大量从
校级层面牵头完成
的“校史剧”作品，
通过编、创、导、演
等参与方式让学生
得到锻炼，成为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和
校园戏剧创作的独
特景观。

记者回访了多位厦大历届校
史剧参演者，大家谈及不同的记忆
与体会，尽管没有多少人因此走上
真正的戏剧道路，但都将参与这个

“青春的舞台”归为一段难得且珍
贵的经历。剧组学生在编排过程中
充分了解时代、了解科学精神，受
到了深刻的教育，对个人形成巨大
的激励，甚至影响人生的道路，这
就是美育的力量。

厦大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实现
了校史剧的代代传承，如上演十年
的《哥德巴赫猜想》，使一部精品话
剧成为一种校园文化现象，打造出

“永不落幕的校史剧”，凝聚成当代
的文化精神，搭建起“前人的长征”
与“青年的担当”的桥梁，实现了一
所高校精神谱系的一脉相承。

校园话剧通常以彰显理想主
义为特质，是校园这一象牙塔涵养
出的独特文化。校史是一所大学建
校以来的积淀，拥有丰富的文化价
值 ，与 特 定 群 体 有 极 强 的 情 感 联
结。两者的结合相辅相成，在主题
教育、思政教育、素质教育上均可
成为一种有效的形式。作为学生的

“第二课堂”，期待更多大型校史剧
演出在高校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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