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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扎根本土
此次参加沪剧月的 10?沪剧团来自

上海各区，深挖本土文史故事、讲述本地

身边事成了他们推出原创剧目的首选。今
天，勤苑沪剧团的《银杏树下》将在九棵树

艺术中心连演两场，为沪剧月揭幕。团长
王勤介绍，该剧是和奉贤区联合打造，从

千年古银杏树下的烈士英魂说起，讲述建

设美丽乡村的故事。在剧场版上演之前，
剧组已经在奉贤的社区演了二十多场。

来自浦东三林的沪林沪剧团，将三林
特产和本帮菜融入了沪剧《人间自有真情

在》中；民乐沪剧团的展演剧目《板桥霜》将
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后期的沪郊农村；紫

华沪剧团的《华?儿女》也是根据华漕居
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历史故事改编

的；梅?弄是梅陇镇的旧称，陇韵沪剧团
的《相约梅?弄》展现了百年前的梅陇热

血女青年追求革命理想的曲折经历……

情系沪剧舞台
正因为对沪剧的热爱，这些民营院团

的当?人都不满足于排演传统戏，移植其

他院团的优秀剧目之外，争相创排自己的看

?戏。来自松江九亭的九瀚沪剧团团长范雨
忠表示，自己建团的宗旨就是要做原创戏，

这次他们带来了新编沪剧《华亭孟姜》。

范雨忠二十多?时就是九亭文艺工
厂的演员，后来转行经商，一直到前些年

生了一场大病，他才意识到时不我待，又
重新拾起了自己热爱的沪剧。

参演《银杏树下》的马建平，曾是沪剧
名角茅善玉、孙徐春的同学，他的沪剧再

出发之旅，是从 60?退休后开始的。
常年在浦东演出的海天沪剧团团长

施益龙同样是从小就有个舞台梦，年轻时

他曾是南汇沪剧团成员。剧团解散后，施

益龙当了三十多年的驾驶员，闲暇时间就
到各处演出沪剧。2016年，他终于成立了

自己的沪剧团，这次展演的《桃花红了》，
是剧团的第一部原创大戏。

凝聚剧种归属
得知很多民营沪剧团平时根本不卖

票，走的都是公共文化配送的渠道，上海

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鼓励大?这次一
定要卖票：“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卖票？”

此前市演协在统计民营院团演出场
次时发现，演出场次排名第一的就是沪

剧，沪剧团体数量也高居各类民营剧团之

首。“本乡本土的剧种在演出市场非常活
跃，拥有最大量的观众群，我们必须搭建

起交流平台，让好的沪剧剧团、演员、作品
起到引领作用。”韦芝说道。

至于很多团长提到的青年人才培养
的问题，市演协也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

忧，未来，市演协将会定期为民营沪剧院
团提供培训机会，让“上海的声音”在这里

找到归属。 本报记者 赵玥

    今年恰逢东汉医圣张仲景

诞辰 1870周年，上海评弹团将
于明后两天在上海大剧院推出

评弹剧《医圣》首演。这既是一部
缅怀古代抗疫英雄张仲景的全

新力作，也是献给逆行抗疫的白
衣天使们的致敬之作。

该剧抒写了张仲景临危受

命，任长沙郡太守，利用自己的
医学专长组织民众一同驱瘟祛

病的非凡之举，由高博文、吴新

伯、黄海华、毛新琳等国?一级
演员领衔上演。

在舞台样式上，《医圣》突破
了传统的一桌二椅格局，特别

定制的椅子替代了传统桌围
椅披，古朴的戏服换下了原来

的长衫和旗袍。在演员表演

上，融入了“剧”的形式后，

“表”与“演”合体，多名青年演
员加入助演，更让观众容易与

角色、剧情产生共鸣。
为了更好地在舞台上展现

故事，上海评弹团特邀上海市中
医医院援鄂医护工作者讲述了

他们的亲身经历，还走访了上海

中医药大学“取经”。高博文表
示：“评弹剧《医圣》是一部诞生

于疫情时期的特殊作品，但是我
们更希望它是一部能够演下去、

传出去、留下去的作品。这次评
弹剧概念的提出，是从理论思考

向创作实践迈出的一大步。艺术
探索的道路，评弹人有信心秉持

守正创新的宗旨，一直走下去。”
本报记者 赵玥

    昨天下午，“上海影院金融

服务平台”正式成立，“沪影通”
电子观影券项目也同时启动。平

台旨在实现多方联动，为行业健
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台现
有项目中包括由上海天山电影

院有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影

业发展有限公司、?达电影上海
区域等 7?企业共同发起的“沪

影通”电子观影券项目，为影院
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沪影通”

项目通过招募全市影院加盟并
对接公益售票平台，由售票平台

方或影院协助平台预售观影券，

销售款项打入监管账户，账户所
得款项收入按影院审评条件进

行分配。项目具有帮助影院行业
自救、解决影院现金流问题，树
立社会消费信心、促进电影市场

回暖，解决影院线下票券兑换问

题、方便市民观影等功能。

此外，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
台还为面临“融资难、贷款贵”问

题的中小型影院提供贷款渠道。
截至目前，招商银行已成功审批

通过 3?中小型影院授信，合计

金额约 600?元，已发放小企业

贷款 192?元；建设银行则在全
市挑中 5?影院作为试点，并将

于明确放款流程后在全市推广。
下一阶段，平台将进一步推出特

色产品，为影院企业贷款建立畅
通审批渠道，以创新方式加大对

影院企业的扶持和帮困。该负责

人表示，“希望在上海影院金融
平台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一套以

股权融资、现金流融资、应收账
款融资、设备融资等金融方案支

持影院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助
力行业发展。

本报记者 吴翔

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台成立

“沪影通”
为影院保驾护航

突破一桌二椅格局
评弹剧《医圣》明天大剧院首演

    “太鼓舞人心了！”
上海 10 家民营沪剧团
团长为今天开幕的上海
首届沪剧月感到振奋。
10部新编沪剧将集中演
出一个月，众多新剧团、
新剧目首次进入市级层
面展演行列，沪剧之根
深深扎在申城肥沃土壤
里，焕发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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