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A 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文玉 校对／庆栋 组版／建成洛阳·城事

□记者 宋扬 文/图

朴素的服饰、简单的舞美、动情的
表演，这是一场没有华丽场景甚至几乎
没有专业演员的演出，却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和交口称赞。12日，在我市老
干部活动中心剧场内，话剧《洛水·深
情》进行了初审汇报演出。这场话剧由
从洛阳走出去的演员李学军（艺名“军
哥”）筹划并担任导演。记者探班时，听
他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

【初衷】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歌颂“一五”建设

李学军是洛阳人，现为深圳小品话
剧团演员，并开创打造了以其艺名命名
的话剧主题晚会品牌“军哥剧说”，在深
圳广受欢迎并在全国圈子中叫响。去
年5月，李学军受邀携团队回到洛阳，
演出六场《军哥剧说》系列精品剧目，受
到家乡观众的喜欢和一致好评。“有人
说，作为洛阳人，你有没有想过给洛阳
创作一个什么剧呢？”李学军告诉记者，
他当时就萌生了写一部洛阳工业建设
题材剧目的念头。

“我是原洛阳铜加工厂的子弟，在
涧西苏式建筑的街坊长大，对厂矿氛围
非常了解，有很深的感情。”李学军说，
从小耳濡目染父辈们为我国工业建设
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经历，他下决心
要将洛阳“一五时期”的建设表现出来，

“刚好作为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献礼”。

【创作】
将家乡洛阳和他漂泊过的

深圳联系起来

50岁的李学军并非科班出身。
当年，他从洛一高考入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思想教育专业，毕业后到郑州一
高校任教。后来他下海了，并南下深圳
成为“深漂”一员。自小爱好文艺表演
的李学军，由于一次偶然的参演被深
圳电视台看中，进电视台当了编导。
随后，他业余就在小品、话剧的表演舞
台上历练并发光，作品多次获得市级、
省级甚至国家级奖项。2012年，李学
军的《军哥剧说》品牌推出之后，他正式
成为专业演员。

“洛阳和深圳有共通之处，都是移
民城市，都平等包容，都有尊师重教的
风气，都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因此话剧《洛水·深情》各取了城市的一
个字。”李学军说，创作这部话剧，他选
取了两个重要时期——工业化建设时
期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时期，因此将当
年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作为原型，同时
选取深圳的优秀企业华为公司为原型。

有了立意和框架，李学军就邀请了
几名专业执笔人开始写剧本，经过多次
修改，增加并突出了洛阳的戏份，今年7
月下旬终于定稿。巧的是，去年他就在
剧中“促成”了一拖与华为的合作，今年
回洛排演时得知前不久双方真的实现
了合作，他感到非常高兴。

【排演】
无固定场地，44个小时撑起

一台话剧

“我8月20日回来开始看演员，13
个人全是洛阳朋友托朋友推荐的，除了
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专业演员，我们集
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短期话剧训练
营’。”李学军说，他回到洛阳前3天，一
边找演员，一边让前期选中的演员们开
始对戏，在此过程中再进行遴选。之
后，他又回深圳演出，然后再回到洛阳
排练。

“演员们全是工矿子弟，除了个别
人有文艺兵经历，其他的顶多是朗诵
爱好者。”李学军说，从8月底到汇报演
出前，他们只能每晚排演三四个小时，
排练场地是朋友推荐的，换了好几个

地方。
饰演“总工”的王研是一家培训机

构的教师，为了刻画好“总工”这个角
色，他专门到一拖博物馆参观学习人物
原型的事迹。“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一
共排演了44个小时就演出了。对我们
来说，这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锻
炼。”王研说。

李学军说，这部话剧是自己出资
出力、费尽心血的结果，尽管很多人
不能理解他这样做是为什么，但他认
为这是对家乡的一种回馈，对老一辈
工业建设者的一种致敬。“尽管此剧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希望洛阳
人尤其是工业建设者看了能感到温
暖。”李学军说，目前已有相关部门打
算注资，如果顺利的话，此剧很快就
能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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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导自演洛阳建设故事——话剧《洛水·深情》在洛演出

“军哥”回洛“剧说”，致敬老一辈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