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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史剧创制特点探析
——以校史舞台剧《看海棠花开》为例

◎任治东
摘要：根植于校史文化的校史剧日渐受到高校师生的欢迎，基于当前国内高校对于思政教育与艺术教育结合的重视，

寓教于艺的校史剧创制需求日益强烈。本文结合当下高校校史剧创制现状，通过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史剧《看海棠

花开》的创制过程，探索高校校史剧在制作模式、剧作内容、排演管理等方面的特点，以期为各个高校校史剧的创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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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史剧创制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和艺术

教育的创新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号召和国家“将学校美育作为

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的要求，国内高校

纷纷开展校史剧的创制，加大投入资金和

人力，艺术水平也大幅提高。笔者担任副

导演、主演等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以下简称北二外）校史剧《看海棠花开》

以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元的艺术

形式，表达了新思想铸魂育人的创作要义，

为建党 100 周年诚挚献礼。以下是笔者统

计的 2021 年国内高校校史剧剧目——

院校 校史剧目 院校 校史剧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看海棠花开》 四川农业大学 《王右木》

上海交通大学 《积厚流光》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我们的西迁》

华东师范大学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冯契》 上海中医药大学 《誓言》

上海交通大学 《循声探秘交大》 榆林学院 《播火者》

浙江工商大学 《苔花开》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追梦》

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 《新生》 上海财经大学 《匡时魂》

苏州大学 《丁香丁香》 厦门大学 《南强红笺》

南京邮电大学 《赤子》 黑龙江大学 《姊妹树》

常州大学 《白云溪上》 厦门大学 《你好，林惠祥》

这些校史剧以本校历史故事和杰出人

物为蓝本，都凭借深刻的思想内涵、较高

的艺术水准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校史剧作

为融合了美育特点的思政教育新形式，将

德育目标融入文艺创作，实现了以美育人

以美培元的效果，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且着眼于历史真实、立足于当代精神，

闪烁出跨越时代的人文主义光辉。本文将

以校史剧《看海棠花开》为样本，探索其

可借鉴的创制思路，以期为今后国内高校

校史剧创作产生启发。

二、制作模式：高校校史剧创制的两类模

式及融合创新

当前业内对于校史剧制作模式主要归

纳为两类。第一类为校内主创，校内专业

教师、学生以或校园社团作为创作主体自

编自导自演；第二类为校外主创，邀请校

外专家进行主创、主演，校内以行政配合

为主。北二外校史剧《看海棠花开》创制

融通两类制作模式优势，形成了可操作的

校史剧制作融合模式。

自 2020 年 12 月开始，由北二外校团

委书记郝青梅负责，大学生艺术团艺术总

监、国家级大型艺术活动制作人闫婧担任

本剧制作人，校史剧筹备期历经七个月。

在学校行政层面，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校史办公室）、

校团委、对外合作与产业管理处（校友

办）、离退休工作处、后勤与基建处等各

个部门通力配合。在学生参与层面，本校

“海棠之花”大学生艺术团骨干担任学生

导演组，邀请历届学生深度参与，年级跨

度从 15 级校友至 21 级在校生，演职人员

覆盖所有院系近 700 名师生。在艺术专业

性层面，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副教

授孙德元担任总导演、知名舞台剧编剧张

贡赫进行编剧创作、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

教授谭泽恩担纲舞美设计、独立音乐创

作人王艺格进行原创音乐编曲制作、业

内专业舞者李帅和杨明迪设计原创舞蹈，

以及众多业内专业人士多次受邀参与研

讨并提出专家意见。

校史剧《看海棠花开》以高校为创

制核心、以本校师生为创制主体、以校

外专家为艺术指导的融合制作模式，相对

于两类模式的单独运用能够裨补缺漏、博

采众长。在创制前期，北二外校团委成立

专门项目组并知会校内相关部门，学校体

制的通畅配合保证了行政支持的效率，基

于高校的身份认同能够更深度地挖掘校史

资料。艺术指导专家保证了剧目创制的专

业性和艺术水平，并且在创制过程中与校

方定期开展研讨会充分沟通创作方向和内

容，保证充分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构建出

一个本校师生共塑的文化传承载体和第二

课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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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剧作内容：让校史文化照进现实

校史剧的创制意义，在于如何让历史

照进现实，如何体现校史对于当下在校学

生的价值和现实作用，如何从校史馆里的

“陈列品”成为生活当中的“日用品”，

解决当下的困惑和问题。校史剧《看海棠

花开》的剧作既承载了历史，也关注了当

下学子关心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校园

社团、学业规划等校园生活细节。

在剧作内容上，创制团队选择了周恩

来总理与北二外的联系作为核心线索，力

图展现二外人传承翔宇精神、永葆建校初

心、勇担家国使命的奋斗征程。通过与本

校离退休干部的多次研讨会，主创团队挖

掘凝练了学校发展史中打动人心的历史闪

光点：周总理来校时与同学们一起坐小板

凳讨论的场景、学校师生参与国庆游行方

阵翻花的情节、周总理对二外师生“学的

外语要非常务实”的教诲等等。导演组摒

弃了宏大叙事的固化思路，剧情主线围绕

梁翔宇一家三代二外人的“家事”而展开，

通过王淑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一人物

赋予了本剧以多时空交错的叙事可能，

虚构的主人公梁翔宇的成长经历结合多

时空叙事串联起以小见大、深入人心的

校史片段，从“家事”看校史、从校史

学党史，既凝结了当代学生群体风貌，

又通过青年学生的青春语言来阐述二外

师生向党献礼的情怀。

由此启示我们，高校创制校史剧可以

不局限于宏大遥远的历史人物事件，也可

以大胆探索真情实感的、贴近现实的人物

和故事。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指

出，艺术作品因其空白和否定所产生的不

确定性以“召唤结构”的态势召唤受众能

动地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校史剧构建的

召唤结构引导参与创制的师生、观演师生

等广义受众主动挖掘校史故事，能动地探

索并填补结构性空白，反而使得折射出的

校史精神更具有现实的力量，这样的校史

剧能够超越师生观演的固化期待视野，唤

醒本校师生血脉传承中的内驱力。

四、排演管理：建构高效科学的排演系统

科学、专业、高效的排演管理系统对

校史剧创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排演

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点：一是演职人员大

部分是在校生，日常课业压力大，艺术专

业性不足。二是教师演员因为工作原因，

排练时间需要灵活调整，另外歌舞片段对

于教师演员提出了挑战，特别是饰演王淑

珍的崔玉华老师已经 72 岁高龄，需要充

分考虑身体因素。三是人员涉及范围广，

统一安排排练时间有一定困难。

为应对以上难点，《看海棠花开》导

演组专门成立演员统筹部门，对演员管理

和排练安排进行系统规划。学校为学生提

供了艺术学分认定，可为学年综合测评加

分。在演职人员上规划和管理上，排演强

度大的主演主要由课业较少、舞台经验丰

富的大三、大四学生以及毕业校友担任，

大一、大二学生主要负责舞蹈演员部分，

强化对戏剧排演的观摩学习，为未来的演

出做好人才储备。在排练中，导演组根据

文戏、舞蹈、唱段等不同段落的演出特性

对演员进行了排练安排上的分散指导，强

调优先突破重点难点，而对于教师演员则

在不影响本职工作、充分考虑身体条件的

情况下安排加练。在排练安排上，主要利

用周末、假期和平日的课余时间，加强组

织管理和人文关怀，保障集体向心力。

本剧从 2021 年 4 月开始进行排练，

有演出任务的演员近百人。身份为老人与

老师的角色均由真实年龄相近的六位本校

教职工和离退休老教师出演，学生演员则

来自校内招募，并由学生导演组初筛、专

家顾问进行复试。所有主演在排练期间平

均每周都要排练 40 小时以上，群演每周

也有 30 小时的排练任务。该剧目前分别

在 2021 年 7 月和 10 月进行了两轮共计 6

场正式演出，覆盖 5000 多人次的观众。

校史剧的创制不仅关乎立德树人的历

史意义，也关乎美育的当下任务。因此校

史剧的创制要重视学生在创制过程当中的

参与和管理，在人力上根据实际创制情况

进行合理配置，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为价

值内核，以艺术教育实践为主渠道，以视

听传播赋能二者同向同行，通过贯穿创制

到观演的完整周期实现参与人群的教育启

迪任务，实现“以美育培养时代新人”的

效果。

五、结语

校史剧《看海棠花开》在虚实结合的

交叉表现中回顾北二外建校和发展的风雨

历程，多元化艺术形式串接起青春质感和

厚重底蕴，16 首原创歌曲与 12 支原创舞

蹈的紧密配合给予观众一场视听盛宴，成

功实践了校史与戏剧的有机结合，塑造了

以“翔宇精神”为精神核心的高校原创校

史剧。在观演后，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大

鸾翔宇基金会会长、中新社副社长、全国

政协委员周秉德女士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女

儿郭庶英女士等嘉宾在观看后对该剧做出

了高度评价。“这部剧形式非常新颖，是

活泼的、现代的、充满着爱国之情和爱党

之情，结合得非常美妙……你们其实不光

在思想上、政治上走了周总理的路，你们

在艺术上也在走着周总理的路。”周秉德

女士观看演出后激动地与现场师生分享。

高校校史剧作为校园文化、校史文化

的重要载体，提升了学生爱国情怀和艺术

素养，对师生“思政 + 美育”效果的潜力

日益凸显，作为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创新教

育途径，各高校更需深入挖掘独特校史底

蕴，让校史在高校创制历程中焕发出新的

蓬勃生机。在创制过程当中推动学生全面

发展，使高校师生群体在校史学习中潜移

默化地增强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在校史

剧创制和观赏中寓教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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