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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某中学老师布置的一份特殊作业，在 5 个家庭中，将掀起

怎样的情感波澜呢？

这部名为《特殊作业》的现实题材儿童剧，首演于 2012 年，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

经典保留剧目。该剧以舞台剧的形式，通过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在手指触碰脚趾产生

的感动中，全景式讲述了某中学 5 位初中生，因为一次“特殊的家庭作业——为爸爸妈

妈洗一次脚”而在他们各自家庭荡开的涟漪。

《特殊作业》首演至今，完成了上百场全国巡演。尤其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常将

这部剧作为公益项目去全国偏远地区演出，使其成为有口皆碑的国产儿童剧的标杆与

经典，也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剧作品之一。

这是一部生动感人、温暖人心的校园儿童剧。它的每一场巡演，不仅传递孝心、传

承孝道，也在中国儿艺艺术家们一次次的倾情巨献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和谐、友

善、亲情的传统美德。

如今，这部感动过全国无数少年儿童和家长的《特殊作业》，即将作为我区首部移

植的儿童剧，由西藏本土话剧艺人们倾情献演。它的成功移植，不仅填补了西藏儿童

剧的历史空白，也是西藏儿童剧的开端和新起点。

2023 年 1 月中旬，西藏自治区话剧团 1 楼排练室内，演员们正声情并茂地进行着

儿童剧《特殊作业》的汇报演出。

当天，11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中青代演员，在剧中各自设定的人物背景下，结合自

身对角色的独特诠释，充满激情地完成了该剧在西藏的阶段性排练成果汇报演出。

《特殊作业》复排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马彦伟介绍，这是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优秀儿童剧目成功输出，也是国家院团与地方院团大手牵小手的合作

模式。

马彦伟说：“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每天刻苦排练、用心体会每个角色背后的精神

内核，最终成功完成了该剧阶段性排练，也使这部儿童剧有望尽早走向西藏话剧舞

台，走近观众。”

马彦伟曾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特殊作业》中饰演初中生龙大伟一角。在他

看来，儿童剧最难的就是一方面要满足儿童的审美兴趣，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家长的

审美品位，因为儿童大多是在家长陪伴中观剧的，演出还要照顾到儿童身边的家长，

粗制滥造甚至哗众取宠的剧目会遭到家长的抵制。

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移植剧《特殊作业》中，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青年演员顿珠次

仁饰演龙大伟一角。这是一个极其叛逆、调皮又有点成熟的初中生。在整部剧中，

这个人物个性独立、活跃且多才多艺。

对此，顿珠次仁感触极深：“饰演龙大伟这个人物对我的挑战比较大。不说其

他，龙大伟擅长弹吉它和跳舞，这对我这个吉它零基础、舞蹈也不怎么样的人来说，

就是一道坎，我得从头学、多练习才行。”

艺术生涯经历过从演员到导演，马彦伟能够更加细微深入地感受到西藏话剧人

在移植剧《特殊作业》中付出的努力和辛劳。他说：“艺术的真善美不会变，艺术水

准、审美观赏价值都是有共识的。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用心刻苦训练，在不到一个

月的集中排练中，取得这样的效果相当不错。”

这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完全移植复排经典剧目的一次全新尝试，将完全呈现中

国儿艺原有的剧本模式。对此，马彦伟认为，这是西藏话剧人第一次创演儿童剧目，

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这种专门为少年儿童打造的剧目，如果成型、成计划地每年

演绎，将无形为西藏的少年儿童补上一次精神课，也一定会带来艺术上不同凡响的

成果。

马彦伟坦言，排练过程中，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以他们个人对角色的理解，给了

作为导演的他很多点子和想法。他也并没有要求演员一定要完全模仿中国儿艺的

表演。他说：“以他们能够理解和诠释的表演方式，从内心出发，与心目中的角色融

合就好。排完后，我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因为每个角色我都了解他们的命运和

故事。但在西藏话剧人的演绎下，在相同命运的设定下，他们赋予角色独特魅力，每

个演员都在艺术生涯里形成自己的个性魅力，从而呈现出相同剧目的差异性与多样

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早在 2012年 10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携经典儿童剧《特殊作业》走进

西藏，在西藏人民会堂连演十场，获得巨大成功。

十年后的 2022 年，这部优秀儿童剧的移植工作，成为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当年的

工作重点。中央单位第十批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副团长韩文亮介绍，《特殊

作业》既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西藏话剧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项目，也是本团今年的

重点创排项目，该剧成功引进必将为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十余年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打造的现实题材儿童剧《特殊作业》的成

功在于不论是成年人，还是中小学生，凡看过《特殊作业》的观众，都在深思

关于孝道和感恩亲情的问题。

2022 年 11 月 10 日，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召开移植剧《特殊作业》艺术创

作推进会暨第一次剧本围读视频会，标志着《特殊作业》的移植工作得以正

式启动。

2022 年底，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将《特殊作业》作为西藏首部儿童剧引进

并启动该剧的立项、创排等前期工作，从成立剧组到完成阶段性排练历时 3

个月。

“不仅填补了西藏儿童剧的历史空白，也必将为西藏艺术形式带来多

样化的现实意义。”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说。

而在此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扮演《特殊作业》每个角色的演员，都经

历过通读电子剧本后报名选角的阶段。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挑战并竞选自己心仪的角色。”剧中扮演初

中生安巧巧母亲角色的西藏自治区话剧团资深演员宗吉告诉记者，在《特

殊作业》这部剧中，成年女性角色少，在仔细通读电子剧本后，她对安母这

个角色有了感觉，就尝试争取演绎这个人物。

宗吉表示：“我个人觉得儿童剧的观众并不只是针对少年儿童，对广大

成年观众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这部剧将是我们西藏的首部儿童

剧，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为西藏儿童剧的发展奠定基础。特别希望通

过这样一部剧，让更多少年儿童在接受一次次感恩教育的精神洗礼中，得

到话剧艺术熏陶，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有更多的思考和帮助。”

经过角逐，最终 11 位主演敲定。其中，扮演 5 位学生的演员，全部来自

上海戏剧学院 2017级表演系西藏班。

他们的履历上都有光鲜亮丽的一笔：参演过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

这部世界名剧见证了他们从稚嫩向成熟的蜕变，也见证了他们从学生时代

到专业演员的成长历程。

“从成立剧组到线上围读阶段，全剧贯穿的每个人物要在线上通过台

词，赋予情感的表演，我为此写了人物小传，仔细揣摩剧本，以求与所饰演

的角色融为一体。”顿珠次仁说。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青年演员康卓曾在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中扮

演 母 后 一 角 ，参 加 工 作 后 ，她 又 参 演 过 大 型 歌 舞 剧《天 边 格 桑 花》的 演

出。在此次移植剧《特殊作业》中，康卓饰演班长陈静。为演绎好这个角

色，她为自己将扮演的角色写了好几页人物小传，以此梳理这个人物的

成长脉络。

康卓认为，《特殊作业》表达的叙事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宏大或者复杂，

但却有特别细腻的情感，一言一行都贯穿着每个人的生活。她说：“从这五

个不同的家庭，我相信观众总能找到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那部分，能带

给大家情感上的共鸣。父母子女之爱，家庭伦理孝道，始终贯穿整剧，是一

部特别棒的儿童剧，它一定能让我们身边更多的孩子学会感恩。”

康卓还说：“每次排练我跟我妈妈那场对手戏时，光听妈妈说的那些台

词，几乎每一场我都会落泪，完全不需要去调动任何情绪。”

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的《特殊作业》，通

过十几分钟一个片段故事，完成剧中每个人物、每个家庭的

角色塑造，让观众直观感受小人物、小家庭故事；通过演员精

彩演绎，让戏中每个人物形象和每个家庭体现出来的社会价

值观得以充分彰显。

为了演绎好这部优秀儿童剧目，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每

位主演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特别是在去年疫情期间，所

有主创人员克服实际困难，一同经过 5 次线上剧本围读、角色

分析、人物形象以及语言台词的解读工作。

“围读既是暴露问题的方式，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各位艺术

家对于角色的准备和对于剧作的解读以及‘我’对未来角色的

预判真诚的表达。”韩文亮介绍道 。

疫情后，主创团队第一时间齐聚拉萨，一起在排练室从声

乐到形体、从台词到表演，或独自揣摩，或互相对戏，不分昼夜

地排练，打磨剧本细节，交流心得体会，为该剧在后续舞台上

的落地呈现做最基础、最必要的练习。

韩文亮认为，演员要对剧中的故事、人物感兴趣，通过智

慧和辛苦的演绎，找到和角色之间的桥梁。

对此，扮演初中生安巧巧的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青年演员

其米卓玛感受颇深：“一开始特别难，感觉把握不准人物的个

性，还为此急得哭过。好在慢慢地在导演和话剧团前辈们的

帮助下，自己也学着独立思考，赋予这个人物更多的情感支

撑，而且我从外形改变来代入角色，剪短了头发，然后衣服上

再做些改变，就这样从外到内慢慢去代入。”

在剧中扮演初中生吴子豪的青年演员丹增晋元说：“自己

起初以为《特殊作业》这个剧就是专门给小孩子看的儿童剧。

接触之后才发现，其实这种儿童剧比平时演的话剧还要累。

因为里面涉及歌舞，当然还有赋予情感表演的台词和形体表

演，感觉它更像是一部音乐舞剧。”

记者了解到，《特殊作业》这部倡导感恩，呼吁亲情，呼唤

社会大爱的儿童剧，有着简单的线索，新颖的剧情，和令人深

思却不乏轻松幽默的情节，加上动感的音乐和舞蹈，将带领观

众体验一曲温暖的“亲情旋律”。

马彦伟认为，除了感恩教育，该剧落地西藏一定会为西藏

的孩子带来必要的美学和艺术教育的熏陶。此番他作为《特

殊作业》复排导演，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导演尼玛玉珍共同执

导这部优秀儿童剧，他坦言希望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青年演员顿珠次仁表示：“虽然目前阶

段性排练结束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比如

对角色的理解还没有达到完美契合的程度。此外，对舞台上

的演绎，尤其是活跃度还有待提高。马导的要求特别高，这是

首部我们团引进的儿童剧，如果成功了，将开启西藏儿童剧的

新篇章。这也是我的新起点，是我到话剧团后参演的第一部

大戏，我非常珍惜这个机遇。”

记者了解到，该剧在完成阶段性排练后，目前已进入舞台

布景、灯光、舞美、服装等工序的制作中。自治区话剧团正在

拉萨寻找最合适的剧场，并有望在今年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日搬上西藏话剧舞台，与观众见面。与此同时，该剧的藏

文翻译工作也已启动，将为该剧下一步赴西藏偏远农牧区演

出奠定基础。

韩文亮表示，目前，全国有 56 个专门的儿童剧院团，而西

藏在这块还是空白。当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已有两个立意

比较成熟的本土题材儿童剧本《唐卡里的宝贝》和《扎西与德

勒》。他说：“希望以《特殊作业》为起点，将来北上广的少年儿

童能看到的优秀剧目，西藏的孩子也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理

想。”

自治区话剧团党委书记王全平说，《特殊作业》成功移植

将为西藏儿童剧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将是西藏儿童剧的起点，

也是新的开端。目前，《特殊作业》已获邀参加今年暑期在京

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未来，西藏话剧人将乘着

这股东风，开启新征程，开创新的艺术生命。

■

移植复排，话剧团进行全新尝试

大手牵小手，一场感恩教育引人深思

填补空白，西藏儿童剧开启新的篇章

图①②③：《特 殊 作

业》排练剧照。

图④：《特殊作业》主

创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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