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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鸽奉献给蓝天

星光奉献给长夜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人

“如果我有两个爱人的话……一个当然是你，一个是我

们的型号飞机。”这是战机设计师江川在与妻子争执时说的

话。在话剧《苍穹之上》中，江川对型号飞机的“表白”让人感

慨，在我们所热爱的事业看不到希望时，我们会把它埋在心

底，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它时，它会像万有引力一般

把我们吸引，让我们奋不顾身、奉献一切。

聚焦“小人物”，动人心，沁心脾

黑夜最怕遇到黎明，江河最怕遇到大海，宏大背景最怕

遇到“高大全”。“高大全”式的人物会反噬作品自身的艺术

性，让作品失去深度、厚度与温度。然而在《苍穹之上》中，完

全没有“高大全”的痕迹，有的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是小人

物的离合与悲欢、辛酸与苦辣、苦恼与热血。开场，“鲲鹏 2.0”

战机首飞当日，随着战机发动机开启的一声轰鸣巨响，我们被

拉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的军工航空人由于“军转民”离

开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后又由于“耙耳朵”（自行车）制造厂难

以维持生计，希望濒临破灭，设计师江川无奈同意去民营企业

当副经理，成雅杰因为推销不出去“耙耳朵”决定南下经商。

这种“希望”可以看作是一种牵挂，即使在“耙耳朵”制造厂当

中得过且过，他们也时常会告诉自己：万一呢？万一有一天能

重回航空事业的岗位呢？而就在此时，曾经的总设计师带来

了重启型号飞机项目的消息，这重燃了众人的希望之火，他

们的理想没有被辜负。

此后，这群航空人开始了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剧作

巧妙地赋予了空军军工研究所生活气息，从而展现出了

这些人物的“小”，给人以亲切感。例如，江川与另外一位

部件设计师争用计算机的滑稽过程，既有笑点，又让人从

中体会到工作条件的艰苦。再如，江川的妻子虽然也是战

机的设计师之一，却是一个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形象；首

席试飞员高翔正义凛然的军人形象之外，还是一个对爱情

充满向往的大男孩；战机修理工人肖一刀更宛如隔壁汽

车修理厂的维修工……

有人必有情，有情才有戏

在《苍穹之上》中，人物之小与主题之大是相辅相成

的，而架起这二者之间的桥梁则是“情”。以剧中人物小

海为例，他对家国奉献之 情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而 是 循 序

渐 进 、真 挚 感 人 的 。 小 海 出 身 于 军 工 知 识 分 子 家 庭 ，却

不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他高考落榜了，由于父母对

他疏于关心与交流，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在人生的转折

点，肖一刀成了他的师傅，在和师傅到大西北艰苦的战机

制造一线后，他经历了严寒、高原反应、重感冒等，我们在

曾 经 的 叛 逆 青 年 身 上 看 到 了 航 空 人 所 经 历 的 磨 难 与 坚

毅，看到小人物在向伟大与高贵升华。一句“离开家那么

久，第一次感受到，我想家了”直抵人心。而在此后，在迫

于高原反应必须下高原治疗之际，型号飞机突遇故障，肖

一刀赶去修理途中发生车祸摔伤了手，小海接过师傅的

衣钵，拖 着 病 重 的 身 体 ，走 向 型 号 飞 机 修 理 一 线 ，“ 从 今

天开始，我就是师傅的手。”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

满，愿意为师傅、为父母、为祖国奉献青春的航空人。

舞台呈现细致灵性，留白暗合平凡主题

《苍穹之上》的舞台呈现十分丰富，从只能制造“耙耳

朵”的工厂，到现代化的制造车间；从简单的脚手架，到震

撼人心的战机“鲲鹏 2.0”，在小小的舞台上展露无遗。同

时，该 剧 的 细 节 处 也 经 过 巧 妙 设 计 与 安 排 ，如 在 战 机 后

默 默 工 作 的 群 演 ，让 观 众 看 到 了 战 机 制 造 一 线 的 劳 动

者 兢 兢 业 业 工 作 的 情 景 。 此 外 ，剧 作 场 景 切 换 也 颇 具

创 意—— 一名指挥人员吹着嘹亮的哨子指挥若干航空制

造工人热火朝天地工作，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场次更换场

景。直到该剧谢幕时，压轴出场的指挥人员也没有一句

台词，这名指挥人员与众多默默工作的航空制造工人一

起，营造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留白”，实为暗合剧作平凡

者不平凡的主题。

留白，是中国艺术作品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极具

中国美学特征。“留白”一词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整个

作 品 画 面 、章 法 更 为 协 调 精 美 而 有 意 留 下 相 应 的 空 白 ，

留有想象的空间。话剧也需要留白，也需要诗人王维所

表达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观剧体验感。令人

欣喜的是，我们可以从指挥人员、普通制造工人中，在飞

行 员 走 向 战 机“ 鲲 鹏 2.0”的 首 飞 中 ，也 可 以 从 一 次 次 战

机 的 轰 鸣 声 戛 然 而 止 的 场 景 转 换 中 感 受 到 这 种 言 已 尽

而 意 无 穷 之 美 。 就 我 个 人 而 言 ，我 期 望 看 到 更 多 的 留

白 。 例 如 ，总 设 计 师 去 世 那 个 场 景 ，他 到 死 去 的 最 后 一

刻 也 没 看 到“ 鲲 鹏 2.0”首 飞 ，这 种 遗 憾 足 够 触 动 人 的 心

弦。而开场后不久，有些扁平刻板化的人物形象却让人

看不到戏，换句话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他们

来告诉这些航空人要多么热爱这个事业，会有多么大的

重担压在身上。正如开篇所言，在我们所热爱的事业看

不 到 希 望 时 ，我 们 会 把 它 埋 在 心 底 ，当 有 一 天 我 们 有 机

会去实现它时，它会像万有引力一般把我们吸引，让我们

奋不顾身、奉献一切。一丝希望，一通电话，一个消息，就

足以把它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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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7日、8日，由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四川人民艺

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原创话

剧《苍穹之上》在成都西南剧场进行

了两场演出。12 月 9 日，在四川人

艺党委书记、董事长罗鸿亮主持的

专家研讨会上，著名军旅作家王树

增，《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评论

家陈先义，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表

演艺术家李法曾，《人民日报》海外

版原副总编辑刘玉琴，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国务

院参事、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永钧

等国内文学戏剧界专家学者对该剧

予以中肯评价。

话剧《苍穹之上》讲述的是中国

航空工业战线科研和制造人员薪火

相传铸造国之重器的英雄故事：上

世纪 80 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正在

研制中的战机被迫下马，江川等年

轻飞机设计师不得不转入民用产品

的研发。这时，总设计师万知远从

北京带回了国家决定上马型号战机

工程的重大喜讯，重新燃起了江川

等航空人的梦想与激情。剧情围绕

着这群“追梦人”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展开，描绘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

事。首飞当日，最新型、最先进的型

号战机一跃成功！大家激动地唱起

了《歌唱祖国》，歌声雄浑激昂，与战

机的轰鸣声汇合成气势磅礴、震彻云

霄的交响……该剧是四川人艺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把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作为创作方向和宗旨的一次有

力实践，是对四川省军民融合取得

的成绩进行精彩的舞台艺术呈现。

专家研讨会上，王树增认为，话

剧《苍穹之上》是一部英雄主义的颂

歌，书写了平民英雄。该剧体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

神。这部戏展现了平民英雄的家国

情怀与人生担当，正所谓平民英雄

是支撑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本剧

抓住了这一点，奠定了这部戏在当

代中国舞台艺术上的地位。

陈先义表示，这些年真正表现

高科技行业、描述前沿话题的剧作

并不多，话剧《苍穹之上》填补了这

个不足，是一部引领中国话剧创作

方向的新作。这部戏写的是老百姓

关心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故事，

从这些故事中展现出平民英雄人物

的命运与贡献，这是《苍穹之上》最

成功的地方。另外，整部戏贯穿了

一种工匠精神，而我们国家现在正

需要这样的精神。这部戏的现实意

义极具典型性，在这个背景下，讲人

物命运，讲我们国家的命运，是很有

说服力的。

《苍穹之上》深深感动了李法

曾。他认为，该剧展现了航空英雄

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的责任与担

当，这种精神深深鼓舞着观众。该

剧十分生动，并且形成一个有趣的

前后对比，真实地把当时的社会情

况写出来了。全剧结尾，飞机首飞

成功后，所有人齐唱《歌唱祖国》的

那一刻，观众被深深感动。共同的

心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这

些因素将整部戏升华到一个高度，

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局。

“国家形象、国家意志、国家行

为、中国精神，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具

有代表性的，有着它的价值意义。

表现几代航空人的理想追求、奋斗和

奉献，在舞台上达到了它应有的效

果。”刘玉琴感叹道。她认为，一个时

代要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一个时代

要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气象，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这是

艺术家责无旁贷的责任。航空人把

民族的希望担在肩上，他们是当之无

愧的时代英雄。这样的作品，可以长

志气、聚人心、振士气。另外，她赞扬

这部戏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

的专业质感，并且剧情真实可信、有

历史感，写出了航空人的精神与情

怀。四川人艺的演员表现得非常好，

演员对于人物的处理很自然、老到，

是一部用心、用情、用功之作。

刘平认为，编剧能写出《苍穹之

上》这样的戏非常不容易。剧中写

得最成功的是知识分子形象，尤其

是江川和他的妻子，他们在工作和

生活以及教育孩子几方面发生矛盾

冲突的时候，那种情感写得非常真

实，正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的默默

奉献，传达出他们的精神，这是最令

人感动的地方。

蔺永钧评价道：“这是一部有高

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上乘之作。”他

说，《苍穹之上》在思想上追求了一

种精神，在艺术上追求了一种精湛，

在制作上追求了一种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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