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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元勋”邓稼先“走”上话剧舞台

“马兰花开”清华园
蔡梦吟

“扎根苍茫大地，深爱热土家园。叶子是碧

绿的江水，花朵如天空般蔚蓝⋯⋯”这是讲述“两

弹元勋”邓稼先不凡人生的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

兰花开》的主题曲。2014 年 11 月 3 日晚，这歌声

唱响上海戏剧学院——《马兰花开》作为第四届

中国校园戏剧节开幕剧，在该校实验剧场上演。

它全景展现了大漠深处的“马兰花”——隐姓埋

名 28 年的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少年有志、

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及至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奉献

生命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今年，距离 1964 年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邓

稼先的精神仍深刻影响着一代代有志青年。

该剧自 2013 年 4 月首演以来，已在北京、武

汉等地演出 6 轮 28 场。该剧邓稼先饰演者、清华

大学新闻学院 2012 级博士生梁植对记者说，每当

主题曲响起，“总有许多观众热泪盈眶”。据介绍，

这些观众中，既有莘莘学子，也有我国一线科研

工作者、部队官兵；既有我国“两弹一星”元老，

也有在读高中、初中的“90 后”、“00 后”孩子们。

“马兰花开”有三年

 《马兰花开》是一部由清华学子自创、自排、

自演的话剧力作。自 2011 年清华大学开始策划该

剧起，3 年里，“马兰花”在当下清华师生的心中，

已生根开花。目前，已逾 220 名学生骨干先后加

入该剧组饰演角色，6 轮演出已经覆盖观众达 4

万人次。并且，这些舞台上的英雄形象已经活在

同学们的心中。戏里戏外，话剧《马兰花开》的

扮演者已习惯了别人用剧中人物的身份称呼自己。

如，饰演邓稼先的梁植，常被同伴们亲切地唤为“老

邓”；扮演科研人员“小高”的清华化学系博士

生吴昊，在同学们的口中也已经完全成为“小高”。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说：“社会转型

期，价值观多元。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年轻人

肯定是需要偶像的，关键在于社会给他提供了什

《马兰花开》以感人肺腑的剧情、真挚的表演、丰富多彩的舞台形式，讲述了
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亲人和挚友的故事。让我们随记者的笔看一看《马兰花开》背
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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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偶像和榜样？”2011 年 8 月，在时

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指导下，清华大学

计划编排讲述邓稼先的话剧。

史宗恺说，邓稼先投身国防事业时不

过 35 岁。他的助手们也是一群 20 多岁的、

包括许多清华大学学子在内的年轻人。他

认为，邓稼先的故事距离清华学子“并不

遥远”。

“近年来，清华大学有上百名学生追

随邓稼先的足迹，为祖国科研事业倾情奉

献。”史宗恺相信，这部刻画邓稼先形象

的话剧，在清华大学乃至全国大学生中间，

“一定有土壤”。“清华大学长期开展各

种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同学们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注重教育学

生们在对国情、民情的深入了解中，逐步

明晰自己的人生方向。”

2012 年年初启动的中国科协“共和国 剧中邓稼先和九院科研人员在风雪中坚持工作  摄影 / 杨航

剧中科研人员对戈壁中顽强的马兰花发出赞叹 摄影 / 杨航

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为酝酿中的《马兰

花开》添薪加火。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胡和平提出，

要将该剧打造为“经典之作”。至此，《马兰花开》剧本

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集体创作。

清华大学电视台主编、清华工程力学系 1990 级校友

覃川老师担任剧本总执笔。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该剧

原名叫“两弹元勋邓稼先”，胡和平提出要加入“马兰花”

的元素。“邓稼先和同事们曾奋战在我国的荒凉大漠，那

里的马兰花顽强扎根、美丽绽放。马兰花不仅是美的象征，

更是生命力旺盛、默默奉献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邓稼先

的人格表征。”覃川说。

在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看来，《马兰花开》“既

唱响了主旋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又充满着戏剧张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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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新，它在用艺术的魅力吸引人、感染人、教

育人”。

陈旭认为，邓稼先等科学家是“共和国的脊

梁”，《马兰花开》正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的生动教材”。《马兰花开》要成为清华

的保留剧目，在代代清华人中演下去。

目前，《马兰花开》已经实现了对清华学生

的“全覆盖”，几乎所有同学都看过、感动过。自

2013 年起，观看话剧《马兰花开》已经成为清华大

学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部分。

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赵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目前，清华大学已经探索出以话剧《马兰花开》创

作排演为载体，思想性、艺术性、实践性相结合的

思想教育新模式。并已形成面向创编团队、全校学

生、社会观众三个不同群体，包括创作排演、观演

讨论、宣传巡演三个环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筹教育系统”。

读懂邓稼先

赵博在《马兰花开》的演出现场对深受感动的

记者说：“最受教育和感染的，首先是参与创作排

演的演职人员。”

起初，对于以 90 后为主的大学生们来说，“邓

稼先”只是一个遥远到只能在教科书中搜索到的名

字——他是 26 岁从美国毕业回国的“娃娃博士”，

父亲邓以蛰是清华著名美学教授，岳父许德珩是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条件优越的他为何要长期

隐姓埋名？为什么他不顾致命辐射，独自冲进核试

验场寻找弹体，结果年仅 62 岁便患癌症逝世⋯⋯

带着疑问，剧组给全体同学开了书单，要在大

量文献资料中与邓稼先“对话”。

为了让大家“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邓稼先”，

2012 年春夏，清华大学团委组织部分剧组成员拜访

了邓稼先的亲人、同事，并赴邓稼先工作过的地方

采风。

在四川省，邓稼先曾任院长的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当时被称作“九院”）坐落在山区深处。同

学们看到的邓稼先办公地，不过是红砖砌成的小平

房。在梁植的记忆里，它“简陋、灰暗，甚至有些

压抑”。但是，那是梁植第一次“离老邓那么近”。

他在惊愕之余不禁心跳加速。“我当时在想，当年

的邓稼先是怎样的心境？”

邓稼先在九院的老部下们向同学们还原了老

邓的“心境”。

邓稼先的同事李德元慷慨如昨：“我们对奉献

精神是这样理解的——不能总想着以后自己会怎么

样。我们当时想的，是以后国家会怎么样！三年困

难时期，老邓和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和白菜帮子汤，

谁也没觉得应该特殊一点。我们心里就是一条，要

把原子弹、氢弹搞出来！”

在西部，同学们曾赴一座特殊的烈士陵园参

《马兰花开》演出结束后到场领导与剧组同学合影 摄影 / 杨航



27

（1、2）.2015
SHUIMU TSINGHUA  NO.51

剧中科研队伍迎来新同事小辣椒 摄影 / 薛昊天

观。300 多位像邓稼先一样为“两弹一星”献出生

命的先辈长眠在那里。剧中扮演科研人员“小高”

的吴昊记得，当他从一个个墓碑的生平上发现了许

多清华学子的名字时，顿有时空交错之感。

“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学长们跟随邓稼先，选择

了一种默默无闻的伟大人生。今天的我们，不能辜

负他们。”吴昊说。

剧组的部分同学还拜访了邓稼先的妻子许鹿

希。许鹿希和邓稼先的家，在北京一处老家属楼里。

“邓稼先的屋子，我完全按照原样保留下来。”同

学们记得当时已经八旬的许鹿希轻声说。屋内简朴

得像是停留在上世纪：水泥地，白灰墙，没有现代

的家具⋯⋯

邓稼先用过的一切，都被许鹿希用塑料纸包

好，用小楷写上：“邓稼先的磁带”、“邓稼先的

唱片”⋯⋯在许鹿希记忆里鲜活着的邓稼先，是个

酷爱听戏、听交响乐的人。有时候他听戏买不到票，

就去找黄牛买高价票。他喜欢在圆明园人最少的时

候，带许鹿希和孩子们入园，在夕阳下划船⋯⋯

当年，邓稼先隐姓埋名 28 年，直到去世前才

被公开身份。28 年里，许鹿希不知道丈夫在哪儿

工作、在做什么；在有限的见面中，她也默契地从

不问丈夫。在剧中扮演许鹿希的清华人文学院 2012

级硕士生张紫薇，则在感动中努力地体会着她。

是什么信仰，让邓稼先以一生为代价去奋斗、

让许鹿希默默奉献？许鹿希给《马兰花开》剧组写

了一幅字作答：

“邓稼先常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

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谨以此，与清华大

学的同志们共勉之。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写。”

但许鹿希婉拒了张紫薇和同学们邀她去看《马

兰花开》的请求。因为，“和你们聊了一下午邓稼

先，我要一个月才能缓过来；如果去看这部戏，我

缓过来不知要多久啊⋯⋯”她的话让周围的同学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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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泪下。他们在逐渐读懂邓稼先。

与“邓稼先”三个字相匹配

话剧《马兰花开》开始了质的飞跃。

在剧组位于新清华学堂的排练厅里，一面墙上

挂满了邓稼先各个时期的照片。它们是对同学们无

声的激励。

空政电视艺术中心青年导演李欣凌应清华大

学之邀担任《马兰花开》的导演。她对剧组全体成

员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与‘邓

稼先’三个字相匹配。”

用李欣凌导演的话说，“这些清华学霸感动了

我。他们拿出了邓稼先的拼搏精神来排这部戏，追

求每个细节的完美。”

清华社科学院 2011 级硕士生袁昊，在剧中扮

演一位被日军欺凌的老大爷。为了表演好一个“重

重摔倒”的动作，他没事儿就研究摔倒的姿势，摔

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痛并快乐着”。眼下，袁

昊已经毕业，他对记者坦言，“舍不得《马兰花开》”，

所以一有闲暇就回校排演。扮演日本兵的清华土木

水利学院 2012 级本科生罗圣西记得，自己因在表

现鬼子狰狞笑声时“感觉不对”，被导演要求反复

练习、琢磨。从此，排练室外多了一个常常对着来

往路人怪笑的人。

在剧中哭戏最多的角色“小辣椒”扮演者、人

文学院 2011 级本科生魏慜慧，是个生性活泼的姑娘。

起初排练时，她要么哭不出来，要么就是哭得不对。

她逼自己沉浸在人物的情感里找感觉，“常常带着

两只哭肿的眼泡去排练”。让魏慜慧难忘的是，有

次演出前她不慎扭伤了脚，却硬是忍着剧痛完成了

演出，“丝毫没让观众看出异样”。

清华材料学院 2011 级本科生韩屹，笑言自己

是“舞台上最大的角色”。事实上，观众看不到他

胖乎乎的身影；他只是一名躲在数米高的舞台移动

布景背后的工作人员。尽管这活“又苦又累又不露

脸”，但在韩屹看来，邓稼先不就是这样吗？每次

走位，他都精确到厘米。剧中舞台移动布景共 18 块，

包括韩屹在内的18名推景者，被戏称为“十八罗汉”。

剧组的同学们白天要上课，晚上和周末的时间

几乎全部用于排演，还要见缝插针地温习学业。尤

其是到了考试季，他们排练间隙就在外面桌子上复

习，到了自己的部分就丢下书本上台演，演完了又

接着看书。

“相匹配”的标准，让演员们自觉地“以邓稼

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严格的要求与自我要求

中，他们反而找到了满足感。

“马兰花”正在盛开

《马兰花开》所到之处，在观众中激发出巨大

的情感碰撞。

2013 年 4 月 26 日，该剧在清华首演，邓稼先

挚友杨振宁前来观看。他评价邓稼先是“中国几千

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具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他激动地说：“很高兴看到表现邓稼先科学报国的

话剧在清华上演，这对青年学生非常有教育意义。”

 沉浸于剧情的年轻观众们，不觉得自己被《马

兰花开》“教育”了。在该剧面向清华附中的一场

演出结束后，“00 后”的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然后，

全场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让演员谢幕 3 次。

今年 5 月，《马兰花开》在中国科协组织下

赴武汉巡演。在一场同样是面向中学生的演出中，

谢幕时小观众们的反应惊呆了剧组——几百名孩

子都想往台上挤，迫不及待地要和演员们交流感

悟。结果演出结束，演员们硬是在台上又多站了

两个多小时。

一名观看演出的武汉初二女生搜索到梁植的

微博，发了一封私信说：“梁植哥哥，谢谢你。今

天被学校组织看戏，我本以为又是‘受教育’；我

是抱着‘睡一下午’的打算来看的，没想到哭了一

下午。”

这让演员们意外、感动。1987 年出生的梁植

本以为“00 后”活在韩剧和动漫的世界里，“没

想到孩子们对主旋律有这么强烈的认同”。他开始

相信，“主旋律”也可以“零距离”，因为爱国、

报国对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少年而言，都具有巨大的

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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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演员谢幕 摄影 / 涂瀚宇

年近八旬、从 24 岁大学毕业起就跟着邓稼先

工作的老专家竺家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马

兰花开》把我带回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这部戏

对老邓的刻画是真实感人的。我很感谢清华大学排

出了这样一部戏！”

该剧在祖国西部“老邓”工作过的几个地方巡

演时，观众的反应让演员们更难忘。

“那里的一线科研人员和官兵，看《马兰花开》

时的笑点、泪点都与普通人不同。”在剧中扮演科

研人员“小高”的吴昊回忆。如，“当演到邓稼先

对许鹿希表示，对于自己的任务，他‘不知道、不

能说’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吴昊感到了这笑声中的沉重。

剧中最后一幕，是邓稼先去世前，要求警卫员

带他再去天安门走走。这个情节，源于邓稼先警卫

员侯泽华老先生的真实回忆。侯泽华曾告诉梁植，

“老邓去世前一周，不顾医生劝阻，非让我带他去

天安门广场。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坐了半天，对

我说，以后每年你都要来八宝山看我，告诉我国家

的发展⋯⋯”

那是1986年7月，生命倒计时仅剩一周的老邓，

在侯泽华的搀扶下，离开天安门广场，又来到王府

井书店。看到一本讲述计算机科学的书，虚弱的老

邓眼睛一亮，对侯泽华说：“计算机这个东西以后

会有大发展，对国家非常重要。如果我病能好，我

就想再研究研究这个⋯⋯”

马兰花谢，老邓没能再起来。但新一代马兰花

正在盛开。

赵博透露，清华大学团委坚持以“社会实践年

会”的形式，每年组织大批学生在全国各地实践。

他说：“近 5 年来，全国有 500 多名清华毕业生赴

乡镇一级的基层工作。”《马兰花开》在校园内外

引发的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同学们献身基层的决心。

“两个曾分别担任我校化学系、水利系团委书

记的同学，在看了《马兰花开》以后告诉我，自己

也想去西部‘建功立业’。结果他们毕业后真的去

了西部，已经在基层扎根了。”

《马兰花开》主题曲的作曲者，清华校友、“水

木年华”主唱缪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兰

花开》是直击心底的。作曲时，我觉得一种温暖又

庄严的情感在慢慢流淌。”

2014 年 11 月 3 日晚，《马兰花开》把这份流

淌的感动带到了上海。剧组希望《马兰花开》能到

全国各地更多学校巡演，给更多的同龄人乃至“00

后”带去震撼和思考。因为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属

于他们的“马兰花故事”，还需用一生去讲述。

转载自《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 11月 4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