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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仙人坑村，那棵核桃

树还是那样挺拔，只是在冬天

里，少了绿色。“真是想不到，我

们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被搬上舞

台。”站在树下，76 岁的王贤琴

老人一次次地这样和来访的人

说。三年多来，这是我们第四

次走访王贤琴的家。

她满头白发，言语依然不

多。

经过钱江晚报多次报道

（见2018年8月2日《一棵核桃

树，一场半个世纪的爱情》），这

段“核桃树之恋”的故事广为人

知，王贤琴老人也成了名人，门

前小院子成了网红打卡地，不

时有慕名者前来瞻仰。近日，

王贤琴和这棵核桃树的故事被

改编成越剧，在杭州音乐学院

首演，很多人看得热泪盈眶。

一部现代戏为什么会这么

打动人？台前幕后有什么故事？

钱江晚报报道的“核桃树之恋”最近首演

我们采访了四次的王贤琴老人说——

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扫一扫

看感动你我的漫画

本报多次的报道
终于结出硕果

这是钱报记者第四次“走访”这棵核桃树。

“你们来了好几次了吧。”见到我们，王贤琴一眼就

认出了记者。这么多年来，对于生活，她一直保持着热

情、爽朗。

和第一次去相比，她家的房子已经被粉刷一新，院

子里也增添了桌子椅子。有太阳的时候，邻居们还是

经常来她这里坐坐。

2018 年的夏天，我们第一次去她家。那时，门前

的核桃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

这棵树是半个世纪前，她和丈夫王荣浩一起种下

的。丈夫从事核弹事业，一年回一次家，有一次就从四

川带回了三个大核桃的种子。走的那天，两人把核桃

埋在土里。此后，核桃如思念般生根发芽。

我们报道的这个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打动

了很多读者，核桃树的故事就此传开了。

2019 年 6 月 30 日，建党节前夕，我们根据王贤琴

的故事，改编了一组漫画，向无数像王荣浩夫妇那样默

默无闻的英雄致敬。

几个月后，我们第三次回访了王贤琴老人。让人

欣喜的是，今年初这棵核桃树又结出了“硕果”——被

改编成越剧《核桃树之恋》搬上了舞台。

嵊州是越剧的故乡，一个普通嵊州人的事迹以这

样的方式流传，不能不说是一种完美的契合。

谢幕时
76岁的她被邀请上了舞台

王贤琴回忆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她被邀请参加了多

次的座谈和研讨，要面对诸多领导、戏剧界的专家。“这是

人生第一次，实在没想到。”她说，“我们很普通的。”

首演的那天，王贤琴早早被接到了杭州，她穿着

大衣，围着一块彩色的围巾，坐在前排的嘉宾座上。

台上演得认真，她看得出神，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

来了。

和她一起落泪的其实还有不少观众。

谢幕的时候，76 岁的王贤琴被邀请上了舞台，接

过一束鲜花，面对满场的观众，笑着激动得说不出更多

的话来。

在偌大的剧场里，在舞台那棵巨大的核桃树下，在

黑压压的人群中，她或许看到了丈夫的影子。

这部戏的创作团队成员，每一个都是戏剧界大

咖。比如总策划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黄先钢，

导演是杨小青，编剧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谢丽泓。

小故事里看见了
家国命运的交织

为什么会有这部戏？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谢丽泓和本报记者聊起创作这部戏的缘由。

她说，最早是省文化厅的施莹处长，看到了钱报·
小时新闻改编的这组漫画，就推荐给了嵊州越剧团。

“这个故事适合排越剧。”施莹当时这样对谢丽泓说。

没多久，嵊州有关方面带了很多题材来杭州，里面

就有小时新闻创作的那组漫画。

黄先钢和谢丽泓很快就挑中了这组漫画。

“一眼就被漫画里的这个故事打动了。”谢丽泓这

样回忆说，“很越剧，因为它很诗意，很浪漫，有合合离

离，特别符合越剧的元素。”

而在黄先钢看来，虽然生活中的原始故事比较简

单平淡，但视角很好。“从一个家庭、一个普通人的爱情

这个角度，反映国家建设的大背景，是非常独特的，也

有一种特别的温情。”

在黄先钢推荐下，谢丽泓担任了这部戏的编剧。

“剧本改了四稿，一共花了半年时间。”谢丽泓说，

半年时间里，她进行了多次实地的采访和调研。

她说，这部戏最大的难题是，故事比较单薄。“2 个

多小时的戏，要很多的细节和冲突，这就需要创作。”

去年八月在嵊州采风时，谢丽泓发现老太太的故

事很简单，但她身上的乐观豁达和开朗热情却很难得，

这让她产生了很多创作冲动和想象。

“她日子过得很快乐，一直觉得丈夫就在心里，从来没

走远过。她弟弟还告诉我，姐姐当年很漂亮，还会跳舞。

于是，一个出生在县城的文艺青年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了。”

“首演那天
我没敢请一个朋友去看”

1 月 16 日晚，《核桃树之恋》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

院首演。首演那天，谢丽泓却没有邀请朋友和领导去

看演出，因为她还是担心，这场戏会演不好。

“戏需要不断打磨、不断改善的，首演不是一台戏

最佳最成熟的状态，所以，我都没敢请朋友们，一个都

没请。”谢丽泓这样说。

但，那天晚上的演出效果出乎谢丽泓的意料，“很多

观众被打动了。”让谢丽泓更意外的是，首演半个月过

去了，至今热度还没散去，在戏剧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少有这样独特的戏，既演出了家国情怀，又是

那样的诗意和浪漫。”谢丽泓说。

谢丽泓把这部《核桃树之恋》，称为越剧文艺片。

这部戏饰演男主人公余家平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

院的国家二级演员娄宇健，他既是第四代越剧男小生

的代表人物，又是一名知名的影视演员。“我非常感

动。”娄宇健说，他已经 10 多年没有登上越剧舞台了，

这一次重新选择回归，是因为剧本。他还跟着主创团

队一起去过王荣浩与王贤琴的家。“虽不是什么大人

物，但是他们对于爱情的坚守，以及对于国家的大爱，

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戏的女主角、在剧中饰演梅阿楚的是嵊州市

越剧团的国家二级演员倪锦锦。“他们的爱情纯真、坚

定，令人十分向往。”倪锦锦坦言，在演绎这段“奶奶级”

的家国感情时，她特别能入戏。

嵊州市越剧团团长朱杭灿这样介绍，首演结束后，

他们将进一步打磨提升，计划在今年建党节到来之前，

到国内多个城市进行一轮巡演，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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