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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企业扩台扩锭企业扩台扩锭。。

赵梦桃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赵梦桃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棉花花白得雪亮，女孩子撩得断肠，人已走远纺
车还在响，留下这段情不老梦还长……”秦人秦声伴随
着板胡、司鼓的节奏娓娓动听、宛转悠扬。阳春三月，
在西安易俗社排练场内，全国劳模惠敏莉带着一众秦
腔演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排练一场由劳模扮演劳模的大
型秦腔现代戏《织梦人》。

《织梦人》以“梦桃精神 代代相传”为主题，讲述
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纺织战线上一面旗帜——原西
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工人赵梦桃，进厂 11 年里，曾 42
次被评为劳动模范、红旗手，连续 7年月月全面完成生
产计划，并帮助 13名工人成长为工厂和车间先进生产
者的事迹，反映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

“劳模演劳模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惠敏莉介绍。
在排练前期，带领演职人员先后前往赵梦桃纪念馆和
赵梦桃曾经工作过的原西北国棉一厂、西安五环等实
地走访，与纺织工人全国劳模黄云娜进行了交流和学
习。同时，全体演职人员非常重视这次演出，从开始排
练以来都没有正常休息过。作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献
礼剧，《织梦人》将新时代倡导的工匠精神与梦桃精神
融合展现在戏曲舞台上，将广大工人群体对工作的热
爱、对业务的自信、对责任的担当，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完美呈现，用秦腔的表现形式讲好劳模故事。

全剧精心选择了“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扩台
扩锭”“用竹签替代花签练兵”“与小姐妹换老虎车”“为
大西北创造名牌”“二十八岁永远诀别”等动人情节，展
示了赵梦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成长、成熟、
成才的人生历程。表现了一代纺织人听党话、跟党走、
报党恩、分党忧，从追求“吃饱穿暖”到“衣被天下”的理
想之梦进程，凸显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紧密团
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时代辉煌，铸
就历史伟业”的壮阔图景。

“停、停、停，停下来，这个地方不对，你躲在被窝里
哭泣时不是这个表现，应该是整个身体抽噎着颤抖着，
这样才更真实……”排练中，导演胡筱坪又一次叫停，
对排练每一个细节进行指导雕琢。胡筱坪介绍说：“梦
桃这个人物创作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感恩，感母亲和
丈夫的恩情、感进工厂当工人的恩情、感党的关怀培养
恩情。但是在舞台上我不愿意把她塑造成一个豪言壮
语式的英雄形象，就是在普通和平凡中用感情和事实
让观众感受到赵梦桃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这样才能
把赵梦桃真正拉到老百姓之中去，因为真正的劳动模
范都是从群众中来，是很朴实的人。这个戏里没有那
些大起大落、对立冲突的情节，我们在每一幕的细节里
都用感恩和一个‘情’字串联，在每一个细节上感动观
众，从而塑造人物形象。”

在《织梦人》创作过程中，陕西省总工会也非常重
视，专门召开了座谈会，“梦桃小组”老中青代表、劳模
代表、纺织企业代表、省总工会、西安市总工会、咸阳市
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相关负责同志，与文化、戏剧、旅
游、政研等方面的专家围绕传承梦桃精神、编好排好
《织梦人》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在听取大家的交流发言
后，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说：“交流
产生力量，分享产生共鸣。省总工会希望《织梦人》的创
作、演出团队，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来打磨
剧本，深入生活，继续发现细节，挖掘典型，精益求精，用
心用情用力讲好职工故事、陕西故事、中国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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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演劳模劳模演劳模，，精神代代传精神代代传。。

导演胡筱坪在排练中对演员进行指导。

在现代戏曲中，演员化妆需精雕细琢。

排练紧张时办公室成为厨房。

排练房是演职人员午休最好的地方。

从指挥到乐器选择，都优于传统秦腔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