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首届沪剧月展演季里，有一部

民营院团创排的抗疫题材沪剧入围，
它就是新东苑沪剧团的原创大戏《玉

兰花开》（见右图）。8月 29日首演之
前，该剧昨天在慧音剧场进行了试

演。团长沈慧琴饰演的护士长申玉
兰，是 1089名上海援鄂女性医务人

员的缩影。

《玉兰花开》这个剧名，不仅来源
于女主角申玉兰的故事，更源自她们

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她们或许从

来没有成为英雄的梦想，但是当危难
来临之际，她们个个都表现得像真正

的英雄。
由于涉及医疗题材，剧中有不少

专业术语，剧组专门请来援鄂抗疫巾
帼英雄交流沟通，请她们分享了此次

在武汉前线的感人故事。虽然剧中的
人物是化名，但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

的。《玉兰花开》是编剧刘业雄的第一

部沪剧作品，整个创作过程，他“始终
被感动的情绪所笼罩”。导演俞洛生

表示，抗疫题材是鲜活的当代题材，
而且仍在进行当中，要反映好真的不

容易，“平凡而可贵，普通而伟大，这
就是我们全剧想要表现的宗旨”。

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剧组

将涉及的服装道具做了全新设计。戏
曲舞台常常需要抢装，如果还穿医用

防护服，穿上就得 20分钟，场景切换
时，时间肯定来不及。所以，舞美特别

将防护服设计成了搭扣款，确保演员

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换装。口罩也设

计成了钢丝网面罩，这样既不会刮花
妆面，又可以清晰传达台词和唱腔。

护目镜舍去了玻璃，前排的观众可以
清晰看到演员流下的泪水和汗水。

剧中唱腔突出歌颂了一个“爱”
字，即在危机时刻白衣战士爱国家、

爱民族、爱人民，以及她们的家人之

爱、情侣之爱。演员优美的演唱，极富
上海地方特色，体现了沪剧清新质朴

的艺术风格，同时糅入了其他剧种、
曲种的旋律，使该剧音乐格外动听，

得到现场观众好评。本报记者 赵玥

沪剧《玉兰花开》讴歌抗疫巾帼英雄

舞台版口罩防护服让抢装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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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编
的玩笑……”三十年前，由上海原
创出品的《十六岁的花季》综合成
千上万个十六岁的孩子的经历，为
他们编织了一曲歌、一首诗、一个
梦……三十年后，当初的少年已现
华发，库存的影像也已泛黄。有个
好消息，从今天起，经过高清技术
处理的《十六岁的花季》将登陆东
方影视频道，当初那群阳光少年一
如当年；然而，当剧组为了这个好
消息重聚之时，难免唏嘘光阴似箭，
有些人老了，有些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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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该剧的导演富敏和张

弘在家翻了好久，终于从箱子底
找出了一本已经泛黄的相册，那

里承载着少年三十年前的模样，
灿烂清澈。那个故事也是富敏和

张弘这对夫妻女儿的梦……
“女儿小的时候，一放假就

看《排球女将》，着迷于小鹿纯

子。”富敏说。有一天，女儿对妈
妈说，“你和爸爸都做电视剧，能

不能给我们中学生也拍一个电
视剧，让我们暑假的时候看？”富

敏和张弘觉得女儿的主意挺好，

就答应了下来。一言既出，驷马

难追。可是要走进中学生的生
活，还真不容易。

为了采访中学生，张弘和富

敏去过不少中学开座谈会，“后
来，我们发现，老师在场，孩子们

都不敢说心里话。”于是，只能

“暗访”，张弘带上面包和水，蹲
守在学校门口，和无数个同学坐

在路边聊天。女儿看爸爸妈妈这

么辛苦，就索性把同学带回家。

张弘说，“她请了很多同学来家

里玩，有的还住在我们家，时间
长了，我们也就无话不谈了。”他

们在一起聊学习的压力，聊梦想
的职业，聊讨厌的老师，也聊懵

懵懂懂的情愫……剧中的很多
故事都是从这里得来的。

“就连《十六岁的花季》这个

名字，也是女儿起的。只是，女儿
走了，35岁那年她去世了……”

张弘哽咽着，但是女儿“花季”的

梦，永远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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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澡真脱

    女儿虽走了，可剧中的那群

少年，永远都是张弘和富敏的孩

子。富敏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
聚几次。”他们还拉了个微信群，
据吉雪萍说，两个导演最积极，

天天发养生，发社会热点，孩子

们就只能“鼓掌”或跷“大拇指”。

“吉雪萍（饰白雪）从恋爱到
结婚，到生孩子，不仅是她，她妈

妈都来问我们的意见。”富敏说，
“她生了孩子，我们都是第一时

间进产房看望她。”吉雪萍说，

“当初拍完戏后，究竟大学学什
么我也是听他们的意见，他们说

我应该学好文化知识，这样不仅
可以演，还可以做编导。”

剧中的“花儿”现在在做什
么，张弘如数家珍，“欧阳严严”

如今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中层，饰

演“原野”的何威从事服装行业，
会跳舞的“瘦子”去了日本……

“感恩角色给我的人格定位，白

雪很干净，做人很真诚、直爽、坦

白，我也这样做自己，这或许就
是角色的紧箍咒吧。”吉雪萍说。

三十年间，杨昆从当年的
“班主任”到现在的“婆婆专业

户”，每次再见这群“少年”都要
感慨。尽管当初眉清目秀的“原

野”如今也有了将军肚，鬓角花

白，他表示不服，“杨昆自己也戴
个眼镜，还不是想遮一下鱼尾

纹，岁月是遮不住的！”

    尽管岁月无情，可在张弘和

富敏心中，他们还是当初的少年，
回想往事，大家还是会笑出声。
当初何威是女儿“走后门”

推荐给爸妈的，富敏回忆说，“当
时他们俩都在少年宫里，我们说

就让他来家里看看。”那天，张弘

就问了 2个问题，“你会骑自行
车吗？会不会双脱手？”何威就在

弄堂里展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
自行车技能，就定了他演原野。

除了“原野”，其他很多角色都是

海选的，50个人一组来面试，陈

菲儿当初就是一眼相中的。
“拍摄的时候也挺好玩。”张

弘说，“都是孩子，也没有演过
戏，我们有一场洗澡的戏，几个

男孩真的全都脱光了……”很多
戏份都在市三女中拍的，“那里

没有男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好

看的男孩子，大家都来围观。”
电视剧播出后，小演员们成

名了，被邀请去央视做节目，很
多孩子还没坐过火车，但是火车

上人人都认识他们。录完节目，

大家又去西安，张弘说，“当地卖
兵马俑纪念品的小贩还追在后

面，要把礼物送给小演员们。”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十

六岁的观众，现在的孩子也差不
多到了十六岁的年纪。”张弘说，

“看到经过 SMG版权资产中心
通过科技修复之后，‘花季’又熠

熠生辉。”那就让两代“花季少

年”一起听听那时的口哨，重温

那时的梦！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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