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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三部曲”创新融合“文学+文
脉+戏剧+IP”，吸引更多人到南京来打卡
剧中出现的地方。愿意为一部剧跑一座
城，这便是“金陵三部曲”的魅力，让观众
到南京进一步感受古都金陵悠远绵长的
历史文脉。

作为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李晓旭还
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南京自六朝以来绵
延不绝的文学传统，是南京市越剧团未
来继续创作的源泉。挖掘、继承、发扬南
京地域文化，是每一位身处南京的文艺
工作者血液中流淌的责任与使命。

“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们将继续讲好
南京故事、江苏故事、中国故事，以越剧
艺术抒写文都南京的万千气象。”李晓旭
希望通过巡演，把讲述南京文化故事的
作品带到更多的城市，让更多的观众感
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1800年的文脉
雅韵。

李晓旭告诉记者，8 月份该剧将重
回首演地南京保利剧院演出，9月将在
西安上演，10 月再度进京亮相北京大
学，此外在深圳、广州等地的演出也在
积极洽谈中。

《捣练图》里，唐代宫廷女子舒展双
臂捣练的节奏；《耕作图》中，农人弯腰
插秧的韵律……听，这是穿越千年劳动
的回声。

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的中国人向
来以汗水为墨、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不
朽的壮歌。其实，早在现代意义上的劳
动节出现之前，咱们中国人就有自己独
特的“劳动节”。

一提到二月二，很多人马上就能接
上“龙抬头”，但这句农谚还能接着往下
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
大仓满、小仓流……”

相传在周武王时期，二月二就被定
为“春龙节”。武王效仿先贤，亲自率领
文武百官下田耕种，由此开启了全国农
耕的大幕。《礼记》中提到“天子亲耕，诸
侯耕助，以劝农也”，“御驾亲耕”的传统
也随之流传开来。从这个层面来讲，二
月二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国家劳动
节”。

除了二月二，如今常被大家当作
“中国版情人节”的七夕，也算得上是
“劳动节”。

七夕节（乞巧节）起源于上古时期，
在西汉得以普及，到宋代达到鼎盛。《诗
经·豳风·七月》就有这样的描写：“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
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
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
亩。田畯至喜。”

在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女性与纺
织联系紧密，不管是世家贵族还是普通
百姓，大多会点针线手艺。特别是在江
南地区，纺织更是女子们重要的赚钱途
径。

宋代文学家、苏州人范成大在《缫
丝行》里写道：“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
日出天色凉。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
茧门前香。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
无断缕。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
丝去。”

七月初七向织女“乞巧”，充分体现
出人们对纺织这一劳动的重视，也让这
一天具备了纺织业“劳动节”的属性。

这些延续千年的节日，虽然并没有
“劳动节”这样的名称，却处处蕴含着
“以劳为美”“劳动光荣”的文化基因。
在如今机械化逐渐取代人力的时代，那
些穿越时光的劳动身影，依旧在诉说着
对手艺的敬畏以及对土地的深情。

时至今日，劳动节的意义更多在于
犒劳努力的自己，同时也是向每一位辛
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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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部剧跑一座城

“金陵三部曲”唱响世界文学之都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也是迄今为
止中国唯一一座获此称号的城市。“天下文枢”、六朝
烟水气、李白的凤凰台、吴敬梓的报恩寺、朱自清的
桨声灯影……移步换景，每一处景致背后都潜藏着
南京的文学气韵。六朝古都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也为戏剧创作者们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霸屏社交平台的南京市越剧团“金陵三部曲”，
正是诞生自南京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年轻派的
“金陵三部曲”以越剧为载体，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
于舞台之上。“文学+文脉+戏剧+IP”的创新融合，不
仅让观众领略了越剧艺术的革新之美，更让南京“文
学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闪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文 刘畅/摄

《乌衣巷》《凤凰台》《织造府》是“金
陵三部曲”的作品名。这三个名字不仅
是南京历史地标，还对应着“世界文学之
都”的那些代言人。

“金陵三部曲”第一部《乌衣巷》再现
“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魏晋风骨。该剧取
材于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讲述
了书圣王羲之的两个儿子——王徽之、王
献之兄弟的故事。当六朝古都的人文故
事首次展现在越剧舞台上，该作品当即
获得了诸多越剧戏迷的肯定和喜爱，一
举斩获江苏省文华奖多项大奖，至今已
演出40余场。

自《乌衣巷》开始，南京市越剧团从南
京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源头活水，
开启“诗韵越剧，金陵故事”的创作序列。

《凤凰台》是“金陵三部曲”第二部，
突破了传统越剧舞台才子佳人题材的局
限，以诗人李白“谁引诗情到九霄”的浪
漫与诗意，彰显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
都”的多彩。同时，主演李晓旭也因《凤
凰台》中李白这一角色，摘得“中国戏剧
梅花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
奖”。

去年8月，“金陵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织造府》在南京首演。作品以“曹雪芹
入书《红楼梦》”切入，从江宁织造府这样
一个南京著名人文景点，同时也是《红楼
梦》的起源地，来重新解读曹雪芹、解读
《红楼梦》。

《织造府》首演即收获超九成上座率，
主题系列节目在央视播出，主演获江苏
卫视、浙江卫视、湖北卫视等春晚、跨年
晚会的邀约，抖音词条热度破百万。今
年4月，《织造府》还走出南京，完成了上
海、北京两站演出。

为了追寻与观众的情感共振，“金陵
三部曲”以年轻人的视角和当代价值观，
对南京历史文化题材加以解构，依托中
华传统美学，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以戏曲艺术重构城市文化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白。“虽然关
于李白的作品有很多，但是应该没有人
看过李白谈恋爱吧。”《凤凰台》的编剧罗
周写了一部彻头彻尾的脑洞剧。原创团
队通过一系列考据，在大唐兴衰成败的
背景下，虚构了李白和玉真之间跌宕起
伏的爱情故事。从李白人生的意气风发
到看尽繁华，截取了其中重要的几个时
期与南京的交集。

长干寺、朱雀桥、夫子庙……从故事
到舞台，《凤凰台》中处处可见南京的痕
迹。逼真精致的楼阁亭台特效，一轮朗

朗秋月斜挂天幕，展现出南京作为六朝
古都精致淡雅的气质。

《织造府》更是让曹雪芹重返金陵，
再进“织造府”，来填补后人对《红楼梦》
后四十回的意难平。“这是织造府，还是
大观园？是少时旧梦，还是笔底春秋？”
曹雪芹的踌躇迷茫作为一个重大戏剧悬
念，引发观众强烈的观演兴趣。

当越剧遇上南京历史，迸发出的艺
术火花令传统戏迷与年轻观众共同屏
息。社交平台上，观众竞相分享自己的

“观后感”。
“写得太好了，比我们自己写的人物

心得还要美！”李晓旭在演出结束后，会
去看观众的分享。在她看来，这不仅是
对剧中故事的共鸣，更是感知和认同角
色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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