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爸爸是儿子”

“去年年底听到歌词的时候就

觉得很贴近自己的经历， 感同身

受。 ”周安回忆第一次听到《是爸爸

是儿子》这首歌的感受。

2023 年，北新泾监狱文化艺术

节期间，有服刑人员受歌曲《是妈妈

是女儿》的启发，改编歌词创作《是

爸爸是儿子》。 据了解， 从 2013 年

起， 北新泾监狱就开始举办文化艺

术节，10 月底开幕， 持续到次年 1

月。十年来，文化艺术节的“主角”都

是服刑人员， 他们在民警指导下创

作、参演节目，在音舞诗画中认罪悔

罪、感悟人生。

四年前， 周安因为涉嫌开设赌

场罪被抓获，从那之后，他就没见过

父母，直到去年 3 月，北新泾监狱恢

复亲情会见。三年没见家人，看到他

们的第一眼，周安潸然泪下。当听到

歌词“你被带走那一天失去自由我

很痛苦”时，周安脑海中出现的画面

便是去年亲情会见时，看到父母、妻

子的场景。“那一天，他们应该比我

更难过。 ”周安说。

“改编后的歌曲更加符合我们

的心境。因为有感触，在民警告诉我

们有机会参与这首歌的演唱时，我

主动报了名。 ”周安年近四十，过去

没有接受过专业声乐方面的训练。

或许是对歌词心有触动， 所以演唱

时充满感情， 声音条件本就不错的

周安被选上参演这个节目。

周安坦言，毕竟不是专业歌手，

也没有相关基础， 排演节目比想象

中累，他也曾打过退堂鼓，但最终还

是在民警的鼓励下坚持下来了。 他

也庆幸自己的坚持，“礼物要送给读

得懂的人。”周安感慨，“文化艺术节

丰富了我们的日常改造生活， 也调

动了我们的改造积极性， 对于想改

好、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人来说，无论

歌曲还是其他表演形式都能更好地

让我们反思。 ”

被抓时女儿即将出生

和周安有相似感受的还有一同

参演该节目的张川，当唱着“爸爸会

留在童年，给我写很多思念，说院子

的花开了，我想起家的模样……”张

川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刺痛了，

突然就非常想念远在家乡的父母

亲。

“90 后”的张川和很多同龄人

一样，是独生子女，父母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他。 没吃过什么苦的张川健

康平安地长大，后来找了份健身教

练的工作， 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2020 年，由于多种原因，张川

暂时赋闲在家。 不想就这样游手好

闲的张川和朋友联系时，被邀请加

入对方的“金融团队”。

“他知道我以前的工作应该

有不少客户， 也有推销的经验，

所以让我做销售的工作。” 张川

说， 自己其实不懂朋友做的投资

业务， 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做的投

资并无资质， 但还是按照要求帮

朋友拉了一些客户， 结果没做多

久就被抓获了。

张川被抓的时候，妻子正怀着

孕，距离预产期只有两个月。 而张

川因为涉罪没能陪妻子生产，也没

能帮她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作为

一名丈夫、父亲的重要时刻，他都

缺失了……

对于自己成为爸爸，张川一直

感觉很不真实。 去年 4 月，张川在

监狱亲情会见时第一次见到了已

经快 3 岁的女儿，“感觉很新奇。 ”

张川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形容见到

女儿的感受，“直到她叫爸爸，我还

是感觉很突然，像做梦一样。 ”

后来，张川在与家人的书信往

来中看到有关女儿的点滴以及照

片，他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为人

父的变化，对回家再见父母、妻儿也

越来越期盼。

“现在是真的‘是爸爸是儿

子’。”张川感叹，“因为喜欢唱歌，以

前在地方上也参加过一些歌唱比

赛， 但那时候的想法很功利， 想出

名、要火，现在唱歌不一样，是更走

心的，就像这首歌，我会想到我的父

母，特别有感触。 ”

张川告诉记者， 起初到监狱服

刑时，他是有点“怕”的，不是怕适应

不了监狱严格的管理， 而是怕会在单

调枯燥紧张的改造环境里虚度三年多

光阴。 所以， 当得知监狱竟然可以读

书、学习，甚至有文化艺术节的时候，

他很意外。

“北新泾监狱有‘运动节’‘读书

节’‘文化艺术节’，我去年来的时候正

碰上读书节， 说实话我本来不喜欢读

书，但是在整体氛围影响下，我觉得看

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选择

了感兴趣的书阅读。 ”张川认真地说，

“后来又参加了艺术节，现在在准备运

动节，这一切都让我感觉非常充实。 ”

“探视”里的喜怒哀乐

北新泾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李玉

华介绍，去年 10 月，以“艺大墙故事，

谱改造新生” 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在

监狱中拉开帷幕。监狱通过多维度、全

面发展的大众艺术活动吸引全监服刑

人员参与其中。 他们有的在传统文化

中增强了自身的生活意志力， 有的在

非遗传承中找到了自我的认同感，有

的在话剧表演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而在文化艺术节演出舞台上，除

了让不少观众触动的歌曲《是爸爸是

儿子》，演奏类节目《鼓乐新生》、舞蹈

《一舞敦煌》、影子戏《重生》等众多节

目都让服刑人员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

力。其中，话剧《探视》更是北新泾监狱

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展的话剧矫治

项目“成果”，用舞台和布景，叙述家属

会见室里的喜怒哀乐、人间四季。

“我在《探视》里饰演的是‘喜’里

的家属，感觉和我的父母很像，从一开

始的无比担心， 到后来了解监狱工作

后变得放心。”李成因为合同诈骗罪已

经服刑多年，如今是监狱“戏剧社”的

学员之一。 在监狱参加过多次文化艺

术节的他是第一次因为角色， 从父母

的角度反思自己对父母、 家庭造成的

伤害， 也是第一次换位思考自己到底

该怎么做才是父母真正期盼的。“参演

话剧后的心得体会是对自己改造路、

人生路的一种修正。 ”李成说。

而同样是“戏剧社”学员的孙彬却

在《探视》中演绎“哀”的情节，亲人离

世，悲痛愧疚，无可奈何……在排演过

程中， 看着有相似经历的搭档全情投

入、情难自控，孙彬也被带动，想到自

己年迈的家人，热泪盈眶。

“悔”字已经不足以表达孙彬的内

心。“以前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听

到飞机的声音，那时虽然觉得有点吵，

但还是能睡得很踏实。 后来到这里服

刑，再次听到，却是一度失眠……”孙

彬说，“但我现在也明白， 我应该好好

沉淀自己，矫正自己的内心，不要白白

走过这段路。 ”

记者从北新泾四监区副监区长王

强处了解到，从 2016 年开始，北新泾

监狱就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建合

作， 以教育戏剧为方法， 以体验为核

心，开展生命教育，推出“戏剧教育进

监狱”计划。 2023 年该合作继续深入

推进，监狱方面组建“戏剧社”，每周

二、 四由话剧艺术中心老师到监狱开

展课程。一方面聚焦表演技术，提升服

刑人员文化艺术素养； 另一方面侧重

应用戏剧行为心理教育， 运用教育戏

剧的课程内容， 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正

确的三观。

“艺术有开启心灵的作用，而我们

选定排演的节目也都是贴近服刑人员

生活的，能让他们更有心理接近性，更

能从心出发地去体会和演绎。”王强介

绍，“目前，‘戏剧社’ 在四监区试点展

开，待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文化艺术

矫治经验后将进一步推广。 ”

“歌曲也好，话剧也罢，监狱开展

的文化艺术演出不仅是‘一台戏’。”

李玉华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艺

术矫治转变服刑人员不良价值观念，

形成恰当的行为习惯和符合社会期望

的良好人格， 而这也是降低重新犯罪

率的重要因素。”

（文中受访服刑人员均为化名）

□ 记者 徐荔

还有三个月， 周安就可以回家了， 这是他和家

人期盼了四年的事。 回想父母来监狱会见时的模

样， 想象着尚不知情的女儿再次见到他的样子， 周

安心情复杂又忐忑， 他又想起那首排练了无数遍的

歌曲《是爸爸是儿子》， 感触更深。

今年年初，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举办了一场以服

刑人员参与为主的文化艺术节演出。 演出中， 周安

参演的节目 《是爸爸是儿子》 让台下不少人潸然泪

下……几乎每个参与演出的服刑人员都有自己的故

事， 日前， 记者走进了大墙， 探寻这台演出背后的

笑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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