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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愚公移山精神历经两千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具有坚守理想信念、克服艰难险阻、坚持开拓进取、心怀人民群众等丰富内涵。校

园戏剧是高校开展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运用形式之一，在戏剧排练演出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育人

场域，于潜移默化处发挥戏剧育人的教育功用。将愚公移山精神和高校戏剧教育相结合，实现愚公移山

精神对高校戏剧教育工作的引领。同时将高校戏剧教育作为载体，增进大学生群体对愚公移山精神的了

解和认同，以愚公移山精神指导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健全大学生的人格素养，促进其勇担民族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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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accumulation and precipitation, the spirit of Yugong Yisha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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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included in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rich connotations 
such as sticking to ideals and beliefs,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persisting in forging 
ahead,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Campus drama is one of the application forms of aesthetic educa-
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forms a unique cultural 
education field in drama rehearsal and performance, and play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drama 
education imperceptitiously.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Yugong Yishan with the drama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pirit of Yugong Yishan can lead the drama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drama education is used as the carrier to improve the un-
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spirit of Yugong Yisha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guide their 
study and life with the spirit of Yugong Yishan, improve their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promote 
their courage to shoulder the great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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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愚公移山精神与高校戏剧教育 

1.1. 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演变 

“愚公移山”的寓言来源于《列子·汤问》，其中表达了对以愚公一家人为代表的古代劳动人民的

赞美。这则寓言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发展，

“愚公移山”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并提炼出“愚公移山精神”。毛泽东同志首先在中共七大上以《愚公

移山》为题作闭幕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

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党带领人民“每天挖山不止”，终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人

民翻身做主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愚公移山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得到赓续，使祖国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愚公移山精神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力量。同时“立

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2]的精神也推动着社会各项事业向前迈进，激励着新时代的青年

在各个领域书写着人生精彩篇章。 

1.2. 高校戏剧教育发展概况 

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倡和时代要求，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校园作为一个限制性的空

间，需要教育工作者因地制宜地开展美育工作、选择美育形式。而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具有多重优势。

戏剧是开展美育工作的载体之一，对青少年有着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剧进校园工作也得到进

一步的重视。 
戏剧在中国本土的最初上演就是在校园，春柳社、“南开新剧”等都属于学生剧团或学生戏剧运动，

校园戏剧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受限于观众、创作人员的认知和创作水平、场地、经费等主客观因

素，校园戏剧的主阵地依然在高校。大学生作为新兴力量，是校园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戏剧

多数以学生自办的戏剧社团为依托来开展活动，从剧本、演员到舞美，完整的戏剧表演程序都由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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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余时间自己筹划和组织。校园戏剧是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可以构筑一个独特的文化育人的空间和

场域。用以表演为主的戏剧不仅能够表达大学生的诉求与情感，更能在剧中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推动其

形成健康昂扬的审美选择与价值追求，实现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

戏剧是离人最近的艺术，它是最便捷、最适当的人文素质教育”[3]，高校戏剧教育作为外在的“形”，

愚公移山精神作为内在的“神”，二者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愚公移山精神能够为高校戏剧教育

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2. 愚公移山精神融入高校戏剧教育的意义 

2.1.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是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长的根与魂。面对西方文化的

冲击，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显得颇为必要。成长于新时

代的大学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而要做到薪火相传，就离不开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心理认同。为了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就需要一定的方法使其在大学生心里落地生根。

而文学艺术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重要载体，“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4]。这些充满智慧的典故穿越千年依然历久弥新，充满生机活力。 
尊重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党领导和开展文艺事业不变的方针，“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

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

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5]。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愚公移山精神在戏剧中可以被具象

化，通过台词表达及人物的演绎，让大学生通过接触和了解愚公移山精神，在演出和观看中切身体会并

深刻认同愚公移山精神之魅力所在。于潜移默化中增强大学生传承愚公移山精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

而主动承担起传承乃至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为丰富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文化建设贡献热血青春。 

2.2. 高校戏剧教育发展的素材 

愚公移山精神为校园戏剧创作带来了新的素材，为激发高校戏剧教育蓬勃的生命力带来了新的思路。

目前高校戏剧教育的题材集中于对《雷雨》《日出》《茶馆》《青鸟》等国内外经典剧作的直接搬演，

或者稍作改编进行上演。“现代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由西方“舶来”，从引介算起仅有百年；如

果从现代戏剧在中国本土至臻成熟而至今，那不过寥寥几十年。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愚公移山的典故为

高校戏剧教育的创作带来了源头活水，丰富了高校戏剧教育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现代戏剧的本土化提供

了进一步的支持。 
从愚公移山的典故中提炼出的愚公移山精神，其主人公已不仅仅指愚公一家人，而是两千年来执着

追求、不懈奋斗的广大民众，他们都在传承着愚公移山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广大青年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舍小家为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电视剧《红旗渠》《沙海老兵》到《塞罕坝》《山海情》等，均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的都

是一代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扎根地方，挥洒着热血和青春，使贫瘠荒凉之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人力改造了自然环境。这些电视剧反映了红旗渠精神、塞罕坝精神等，这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愚

公移山精神在内涵上实现共通，是“当代”的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书写的是一则带有想象的寓

言，而红旗渠精神、塞罕坝精神记录的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民族奋斗史。这几部电视剧一经放映，便引

起热议，体现了历史创造主体人民群众对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共同记忆与心理体认。从电视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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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与演绎中可以看到愚公移山精神与文学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和艺术性，也可以看到愚公移山精神与高

校戏剧教育相融合的必要性，使大学生在戏剧实践中产生内心的震撼，加深对愚公移山精神的理解。 

2.3. 学生自我教育的引领 

蔡元培先生曾强调过“美育”对“高尚之思想”的形成功用，“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进

一步提高对开展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视。《意见》中提出要弘扬“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新

时代美育目标，这和近代蔡元培先生发展美育的主张遥相呼应，也显现出国家层面对美育事业十分重视。

在积极投身美育事业的感召之下，以愚公移山精神育人、以愚公移山精神化人、以愚公移山精神培元显

现出了其先进性所在。 
愚公移山精神包蕴丰富，首先是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智叟在对比了愚公的年龄、体力与两座

山的庞大后，认为此事不可行；但愚公却付诸实践，以实际行动去促成此事。而“高校戏剧教育是学校

业余文化活动中最具社会性的艺术形式，戏剧的创作与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6]，在创作和演出

中使大学生真正“动起来”，感悟到“实践出真知”。 
其次是培养矢志不渝的信念、增加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两座山庞大的体积让“移山”这项任务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愚公却产生了“移山”的想法。这并

非好高骛远、坐而论道，面对妻子和智叟的疑惑、讥讽他也未曾动摇。冬夏交替才能往返一次，可见路

程之遥远、移山之艰巨，但愚公信念坚定，没有被困难挫折所击败，不辞辛劳地坚持移山伟业。 
第三是培养精诚合作、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以及舍己为公、无私忘我的高尚品质。愚公不是孤独的，

他的家人听到他的想法后“杂然相许”，纷纷表示支持，并且儿孙和一名男童愿意和他一起移山，是以

团队形式开展工作的。以此在戏剧演出中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提升对团结合作内涵的认知，提高大学生

合作行为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最重要的是，愚公做出移山的决定并非只为自己或家人考虑，满足个人私利。他“年且九十”的高

龄本可以在家中安享天伦之乐，可他不在乎年迈之躯、一己荣辱，投身于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伟业。这

种全心奉献、超越个人生死的观念渲染了诗化的生命意象。以高校戏剧教育的形式传递愚公移山精神的

内涵，促进大学生养成健全人格和高尚情操。 

3. 愚公移山精神融入高校戏剧教育的路径 

3.1. “志”：创作内容中树鸿鹄之向 

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青年的理想信念”就尤为重

要，因为它“关乎国家未来”，并且“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

进动力”[7]。我们常说“理想信念”，但“理想”和“信念”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放在一起运用更

能看出二者不可分离。只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坚定的信念作基石，则会变成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空

想”、“幻想”；而只有信念却没有理想的指引，会走向迷茫、失去方向。正如流沙河所言，“理想是

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如果二者兼无，没有理想信念作为支撑的人生，精神

上就会“缺钙”[8]。 
愚公“年且九十”都没有退却之心、畏难之绪，正处于“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的青年

[7]，更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而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就在于“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

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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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愚公移山精神和高校戏剧教育工作相结合，可以产生一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勇

气与豪情，为青年人才的培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高校戏剧教育由剧本创作为开端，主旨立意、情感

基调、内容题材的选择都影响着作品能否成功打动大学生的内心，表达他们的情感和诉求，进而实现教

育的功能。面对大学生受众，宣传愚公移山精神不能只是将《列子》中的寓言搬上舞台，那样会使内容

过于简单；也不能口若悬河、空谈“精神”，这都是流于表面的做法。 
在尊重大学生认知和心理水平的基础上，需要使抽象的精神具象化为实际的内容，用历史上一个个

传承愚公移山精神的鲜活的人物表现出来，这样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题材的选取上，摒弃媚俗、恶

俗的选材，在或宏大或微观的主题中突显愚公移山精神。主动选择中华民族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历史中有

着坚定理想信念、秉持着舍己为人的初心、不畏艰难地开创事业，最终造福一方百姓的英雄劳模，他们

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生动地诠释。但对这一群体的刻画并不容易，稍有不慎便会使形象失之立体。这就需

要编剧端正自身的思想认识和创作态度，“只有把‘要我写’转化成‘我要写’，才能创作出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俱佳且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英模题材优秀作品”[10]。用真心真情真意投入创作，

才能传递出人物事迹的“真”，角色情感的“善”，进而打造出作品整体的“美”。 
愚公为什么能做到一心为民、埋头苦干，就是因为在他心中村民、子孙后代的幸福至高无上，个人

享受微不足道。对新时代的青年来说，“中国梦”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其所要追寻、

坚守、完成的志向。在题材上，应选择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奉献的英雄劳模，如戏剧《谷

文昌》讲述了谷文昌担任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期间，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变荒凉沙岛为海上绿洲的故事。

他被当地民众尊称为“谷公”，成为“愚公”的化身，该剧塑造了一名“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的共产党员先进典型形象。而《生命档案》刘义权是一名普通的档案工作者，即使已被

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被称为“军档收集第一人”。无论是荒漠治

沙还是档案整理，漫天飞沙、人迹罕至，古卷青灯、形影相吊，都是与孤独、名利相斗争的过程。他们

没有舍生忘死、慷慨就义的生死壮举，而是如愚公一样在寒来暑往中，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以平凡造

就伟大，朴实无华代替了轰轰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中，写就了英雄的另一

侧面。 
对当下的大学生来说，物质诱惑、利欲追逐是磨练坚强意志的拦路虎，而胸怀“人民性”是坚守理

想信念的重要路径。愚公的眼界和格局远远大于智叟，智叟看到的只是用当前的条件来衡量得出人力不

可为之的结论，而愚公着眼于子孙后代的力量，有着“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气度和魄力。

在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向上的”的青年以“人民的幸福”为信条、为使命在中华大地上

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甘愿做“愚公”。在高校戏剧的选材上应着重描绘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劳模，但不

能使人物流于模板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在创作上把握时代脉搏和英雄劳模亮丽的生命底色，凸显戏剧

的人文性和艺术性双重特质。在主旨上，弘扬以愚公移山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大学

生以模范和榜样为标杆，力争上游、心向善之，和在“小我”和“大我”二者间实现调适和平衡；引领

大学生将个人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的脉搏、人民的需求、“中国梦”的蓝图紧密相连，与国家、社会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 

3.2. “愚”：排练编演上持久久为功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场戏剧演出的成功，离不开从剧本草创阶段一字一句的斟酌到彩排幕

后一招一式地打磨。愚公“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路程遥远使愚公等人投入了巨大的时间成本，而一

场戏剧的成功上演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久久为功。 
首先要有“愚公”一样的领导者，带领、组织戏剧剧组或戏剧社团的创作、演出活动。典故里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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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孙中挑选了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一起上山，戏剧的领导者同样要有判断力，找准不同类型、内容的戏

剧需要什么样的人员，能够为己所用，同时真正激发出他人的才能，不致损耗人力。其次要培养勤于思

考、守正创新的思维模式，面对挖下来的土和石头的安放问题，众人提议放置于“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妥善地解决了土石的难题。在戏剧排练中也是如此，在具体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障碍和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向目标不断趋近的过程也是培养大学生在戏剧实践中养成勤

于动脑、认真思索、解决实际问题的锻炼过程。 
在排练中，更为重要的是集体的合作。愚公的家人为移山出谋划策，凝聚了众人的智慧；他的儿孙

们和小男孩愿意响应他的提议，和他一起运土移山，使力量得以壮大。戏剧本身就是一门集体性创作的

艺术，一场戏剧演出的成功离不开台前幕后每一个人的努力。高校戏剧在灯光、化装服饰、音乐等舞台

造型方面偏简陋乃至被省略掉，但编剧、导演和演员是不可或缺的三种角色。有些意蕴无法通过台词传

达出来，导演、演员对剧本特别是主旨上的理解对准确呈现剧本又至关重要，尤其对演员来说，每场戏

都要有自己的设计。因为剧本中不会详尽地写出所有表演细节，这就需要演员对如何理解角色、呈现角

色，做出自己的判断。戏剧的固有模式，就注定了即使是在校园里上演也是一项需要团体通力合作完成

的任务。 
愚公在移山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智叟的嘲讽，但他并不在意，继续投身于移山伟业之中。在戏剧排

练和演出中难免会遇到他人的质疑、不理解甚至是嘲笑讽刺，不因困难和他人的质疑而退缩，这就需要

以自尊、自信、自强的意识作为支撑，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对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均有益助。同

时在愚公移山精神的濡染下，以个体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延展至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对中华

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有正确的了解和认知。面对西方文化的浸透，能够辩证地看待，而不是崇洋媚外、

舍本逐末，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传统文化保持文化自信。 
如何让学生观众理解、接受剧中所要传达的主旨和情感，并非易事，需要按照高校戏剧教育的艺术

规律即受众接近性的原则加以编演，但观众和演员都是大学生，这对高校戏剧教育的传播而言具有先天

的优势，但依然少不了戏剧工作人员勤恳地付出。对观众来说，戏剧演员付出的多少是能被感知的，辛

勤忘我地练习、全心投入地演绎，会使台下观众产生敬佩之心，和台上的演员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最

直观的方式加深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在观演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对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增强对民族文化

和民族精神的自信。 

4. 结语 

“百年来，愚公移山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精神底色”[11]。历史深刻表明，

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新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紧密相关、不可分割，更

与党带领一代代青年浴血奋战、披荆斩棘的征程、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血肉相连，融合为一。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7]。将高

校戏剧教育和愚公移山精神相结合，对在大学生群体中宣扬传承以愚公移山精神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

有着重要作用。在实现戏剧育人的功用中，培养其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形成团结奋斗的精神。甘于奉

献、勇挑重担，主动投身于民族事业，勇担民族大任，做到民族共性和自身个性相统一，争做“当代愚

公”。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每一位大学生都是“梦之队”的队员，都应像愚公一样，做强国

筑梦的坚守者、奋斗者、实干者，而不能如智叟一般做畏难者、质疑者、懈怠者。心怀人民，努力做如

“移山”一样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同时要念及子孙后代，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

利长远的好事，不计个人一时得失。“显功”与“潜功”并举，以社会时代的实际需要、人民群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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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作为自身真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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