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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俞的人生充满各种巧合，他
与中戏结缘也是出于偶然。2000
年，第一次高考失败的他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前往北京参加艺术类院校
的选拔考试。谁知，艺考过程一波
三折。毫无基础的刘俞数次在初试
阶段便被淘汰了，在准备收拾包袱
回家时，他被告知还有最后一个学
校可以一拼。当时无学可上的刘俞

“死马当活马医”，硬着头皮参加了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面试。出乎
意料的是，由于他全程比较放松，没
有任何基础的他过五关斩六将，阴
差阳错地通过了面试。“初试时我既
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就做了个广
播操，唱了个国歌，老师觉得我挺有
意思。”刘俞说。

在得知自己通过中戏的面试后
刘俞欣喜若狂，回到上海后，他却又
遭遇了意外。原来他忽略了文化课
的考试环节，忘了报考。在短暂的沮
丧过后，中戏一个老师的电话为刘俞

的人生带来了转机。这位老师当时
正在组建一个导演系的预科班，一年
的学制结束后可以报考中戏的导演
专业，这位老师打电话问刘俞有没有
兴趣参加。那年八月份，刘俞坐上了
去北京的火车。

一年后，刘俞成功地考上了中央
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大学四年的生
涯给予了刘俞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在
班级里担任了三年的班长，有了艺术
的梦想。刘俞回忆，当时一名老师在
毕业前夕问他毕业后准备做什么，他
对老师说，他要为艺术奉献终生，“我
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虽然浅显，但这
样的回答透露了我心底深处对艺术
的执着。”

2008年，刘俞回到上海，他做过
三个月的报社记者，尝试过数个职
业，依然没有寻找到自己的职业方
向。又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机会，让刘
俞今后十年都致力于公共文化建
设。“我出生在奉贤农村，村书记知道

我的情况后，问我愿不愿意留在村里
做一些文化工作。我一口答应了。”
之后，村书记推荐刘俞到当时的奉贤
南桥镇文广站工作。“从 2008 年到
2019年，我在南桥的文广中心，一呆
就呆了十多年。”

刘俞坦言，过去的十多年他觉得
很幸福，幸福的源泉便是因为他服务
了最广大的老百姓。“我现在不大喜
欢扭捏做作的作品，而是会考虑出品
的艺术作品老百姓是否看得懂。”现
在的刘俞以接近群众为第一要义，以
公共文化建设为人生梦想。

这些年来，刘俞当年班上的同学
有当导演的，有在学校做老师的，刘
俞认为，虽然他们每个人从事的工作
不一样，但都秉持着一样的文艺梦
想。“对于艺术的金字塔来说，我的很
多同学现在在金字塔的中上游，而我
在从事公共文化，相当于是处于金字
塔的中下游，直接服务的是广大的老
百姓。”刘俞说。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刘俞于2008年回到
家乡奉贤从事公共文化建设工作。这十来年里，刘俞积
极推广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他的带领下，一支由年
轻人组成的戏剧社活跃于各种文艺演出，为居民带去多
场大型公益话剧。

刘俞在前方“冲锋陷阵”，妻子王佳佳则成为丈夫的
坚强后盾，她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孩子和老人的任务。正
是由于小家庭中的“合理分工”，刘俞家庭获评“2019年
度全国最美家庭”。 实习生 陈婷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刘俞现任南桥镇社会事业服务
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奉贤区文
联副秘书长，在本职工作之外，他于
2008年成立了“南桥戏剧社”，为奉贤
培养文艺新生力量。提及创办戏剧
社的原因，刘俞表示，其初心是为了
不荒废专业。

2008年，刘俞在奉贤本土网络论
坛“奉贤部落”发帖，寻找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成立一个戏剧社，响应者众
多。2008 年 11 月，南桥戏剧社成
立，起初戏剧培训的环境很简陋，借
用的是南戏创始人之一王卫的一家
瑜伽馆。

最开始的几年，社员来来走走，
最后留下了十几个核心成员，他们就
尝试着排练话剧和小品片段，“我们
自己演给自己看。”刘俞说。后来，南
桥戏剧社得到了一些机会，开始陆续
下乡为老人们演出，偶尔会在一些活
动上进行表演。

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奉贤区
图书馆提议南桥戏剧社可以排演目
标人群是学生的话剧，还愿意免费为
戏剧社提供演出剧场。“可谓天时地
利人和，我们开始编排第一部话剧
——《青春禁忌游戏》。当时我们排
了有两个月，后来在奉贤区图书馆的

小剧场演出。”刘俞说。
《青春禁忌游戏》连演六场后，

南桥戏剧社的名声不胫而走，许多
年轻人争相进入戏剧社。有了剧
场，也有了人，从2012年开始，南桥
戏剧社开始陆续排演大戏。“我们重
实战，直接把你拉到舞台这个战场
上去打仗。”刘俞介绍，历来他都是
告诉社员某个月就要去演出了，大
家只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可以排
练，为了赶上进度，社员们每周晚上
都要排练两到三次。

2013年和2015年，南桥戏剧社
分别排练了公益话剧《午夜心情》和
《驴得水》，戏剧社渐渐上了轨道。

“在2016年排大型原创公益话
剧《桃源村纪事》之前，我们是一个松
散型的组织。这个组织很稳定，但松
散。我们要排大戏需要一定的经费，
但是我们经费的来源很被动。”因此，
2016年11月，刘俞决定将“南桥戏
剧社”改名为“南塘戏剧社”，将戏剧
社变成一个正规的社会组织，开始按
照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来管理戏剧
社。

此后，刘俞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将“南塘戏剧社”做成了一定规模。

“一部分是排公益性的话剧，一部分

是走项目化道路，我们不断承接各
种文化项目，满足大众的文化需
求。”通过两年多的时间，“南塘戏剧
社”从单一被动依靠政府资助排戏
走向多渠道自主创新文化项目。在
刘俞看来，戏剧社已经形成了以自
主开发公益文化项目为核心的稳定
发展模式。

2016年，带有浓厚奉贤特色的
大型原创本土话剧《桃源村纪事》为
戏剧社获得了超高的口碑。2018
年，在刘俞的策划下，南桥镇举办了

“南上海民间戏剧嘉年华”，不仅给奉
贤市民奉上了多部精彩话剧，为热爱
戏剧表演的市民搭建了交流的平台，
更有力地推进了非遗文化奉贤山歌
剧的发展。

成立戏剧社这十年来，刘俞感到
很欣慰，“南戏人都是兼职，不计较
报酬，但他们在南戏都得到了价值
体现。在现今奉贤大大小小的活动
中，都能看到这群南戏人的身影。”
刘俞表示，这几年南戏的发展得到
了奉贤区文旅局的大力扶持，也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多方资助，但社员
们一致决定把戏剧社的发展资金留
在南戏，为南戏或者地方的戏剧文化
发展做出贡献。”

家庭是他
最坚强的后盾

刘俞性格稍显强势急躁，而妻子
王佳佳则温柔可亲。王佳佳是奉贤
区南桥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的职员，
在与刘俞结婚后，她一直担当着贤内
助的角色，无怨无悔地支持丈夫的工
作，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中孩子和老
人的任务。

刘俞认为妻子改变了自己
许多，“我和她结婚九年，没有吵过一
次架。慢慢地我被她改变，变得更加
平和了，学会了互相理解和包容。”由
于刘俞深耕公共文化建设，现年八岁
的儿子刘响也深受影响。除了学习
钢琴之外，刘响跟着戏剧社的一位民
族打击乐老师学习民族打击乐，经常
会出外比赛。

由于自小跟着父亲参加戏剧社
的排练，深受艺术熏陶的他有着自己
独到的艺术见解和较强的审美能
力。在戏剧社里，刘响不是个例，许
多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受到了戏剧社
的文化艺术熏陶，刘俞戏称这群孩子
为“南二代”。戏剧社成立十多年来，
许多社员结婚生子，孩子们从小就在
艺术氛围里长大，互相更是成为了好
友。

刘俞家庭是一个充满文艺气
息的家庭。刘俞的母亲俞菊妹是
一位文艺爱好者，参加了南桥之声
合唱团，还在奉贤区老年大学学习
舞蹈、打鼓和模特，退休生活过得
丰富多彩。刘俞的父亲年轻时是
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爱好写诗和摄
影，在工作时，常常将自己的作品
投在内部刊物上，获得了同事们的
一致好评。

对于目前的生活，刘俞一家人
都感到很知足。“平淡是福”，曾经的
北漂追梦人刘俞如今甘于平淡，“我
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地方文化
发展好，吸引更多有专业能力的年
轻人能参与到地方的文化发展中，
而不是都去挤独木桥。”刘俞希望更
多的专业人才能够投身公共文化建
设，从专业型人才走向复合型人才，
因为他认为，“学院派”的文艺青年
们应该更加打开眼界，撸起袖子，投
身到广袤的公共文化建设中来，公
共文化这块土壤需要更多的“文艺
轻骑兵”！

创立“南桥戏剧社”为群众服务

因缘际会投身公共文化建设

刘俞家庭扎根奉贤推广“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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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俞(右一)家庭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