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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派！
□ 朱光

    上海滑稽剧团昨天过 70岁生日，上海交

响乐团的历史已经超过 140年———一方面是
接地气的市井生活描摹，一方面是通四海的

高雅艺术欣赏， 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精髓，上
海人精神版图的多样与丰富。

刚从法国回沪的上海电影导演胡雪杨
不太懂法文， 但在巴黎生活并没什么障碍。

他说，上海和巴黎太像了———除了上海的路

比巴黎宽之外，其他的街头风景，从取景框
里看，几乎差不多，衡复地区尤是。 此外，就

是对文化艺术的共同追求，两个城市都尊重
文化，哪怕在街头拍电影，在上海、巴黎都不

会有太多的人围观。 大家都自觉化身“群众
演员”， 自然地路过……在上海跟着犹太老

师学习过芭蕾的英国国宝级舞蹈家玛戈芳
婷的画像， 是兰心大戏院大堂的 “镇院之

宝”；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的母亲是宁波人，

童年也在上海度过，如今常住上海，到处向

人打听“姚慕双、周柏春当年的滑稽戏录像

可有？ 尤其是讲宁波话的那一些”……难怪，

赖声川代表作、 被纳入中国戏剧教科书的

《暗恋桃花源》 开场第一句台词就是：“好安
静。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

滑稽戏与交响乐同在，童叟

无欺地传播文化艺术，

这就是上海的日常。

那些年
笑声陪你走过

    老弄堂里的半导体

收音机响起怀旧的声

音、 电视荧屏里的 “姚

周”引发全场掌声、航拍

俯瞰下的石库门变迁 ，

展现时代发展……一段

7?钟的短片，回顾的是

上海滑稽剧团走过的整

整 70 年。 昨晚，上滑新

创力作《弄堂里向》在美

琪大戏院再度献演 ，现

场观众在笑声中期待上

滑未来的更多精彩。

马上评

上滑以“让人开心的艺术”展现时代风貌

    逛市集、看表演、

玩游戏，还能听到“拷
问”灵魂的讲座……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推出的特别活动承包

了音乐爱好者的吃喝
玩乐。上周末，面向学

龄前儿童和家长们展

开的“乐器全体验”第
一期在“馄饨皮”大堂

举行，上交演奏家们

为琴童及家长答疑解
惑。同时，来自大树夏

工作室及通过网络报
名的“小画家”们，在

落日黄昏拿起手中的
画笔，为夕阳下的“馄

饨皮”留影。
“乐器全体验”第

一期率先登场的是小
提琴和竖琴，让小朋友们倍感新奇，“我要

几岁才能拉小提琴？这琴夹在脖子里会痒
吗？”“竖琴的声音真好听，可是琴弦拨起来

有点重呢！”面对孩子们连珠炮似的问题，
上交副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杜艺和竖琴演

奏家孙之阳耐心解答，而对于孩子们在漫
漫学琴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两位演奏家

也给家长们耐心地答疑解惑。

正准备给孩子报钢琴班的沈女士直
言，相对于如何为孩子选择所学的乐器，

老师们再三强调的“琴童家长必备的自

我修养”则让她更清晰地意识到，孩子的
学琴路说到底是家长学琴路。“乐器是一

种技能，没有学会之时很难判断你究竟
喜欢不喜欢，起初的兴趣都是源于好奇，

而孩子终究要面对枯燥练习，唯有家长
的坚持才能让他们走得更远。”

别以为音乐厅里只有音符，它还能

装下画画的梦想。“几乎每次上画画课都
会路过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觉得这个

像音乐盒的房子在夕阳下特别美，就想
着如果有一天能把它画下来该多好。”崔

先生的儿子崔逸宸今年五岁，自小爱画
画的他，总爱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装进他

的画里。受同样是绘画迷的父亲的影响，

他喜欢梵·高强烈对比的色彩，也喜欢卢
梭关于大自然的梦想之画。

于是，每到双休日，父子俩总是尽量

寻找机会出外写生，父子并肩作画的背
影看着就让人羡慕。这次两人一同参加

了“大树夏”的户外写生。尽管不是“专业
选手”，但小崔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观察建

筑的明暗、砖瓦的铺陈，画出的音乐厅立

体又丰满，就连老爸都“自叹弗如”。
双休日，带着画板和画笔“埋伏”在

音乐厅草丛里的很多都是“大手牵小手”
的组合，不少家长表示：“画得如何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陪伴孩子作画的过程。那

是难得的亲子时光。”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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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赤子之心
自年初起，上滑建团 70周年系列展演已经推出了经典滑稽戏

《乌鸦与麻雀》、原创滑稽戏《哎哟爸爸》，不久将有更多原创剧目和综

合曲艺专场陆续上演。《弄堂里向》的主创集结了上滑老中青三代人，
故事围绕上海老弄堂展开，不仅叙述了平凡家庭中的家长里短，更是

带领观众一同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改革浪潮下的风云变幻。
剧团特别邀请了全体新老职工及家属来到现场，一同回顾上滑

走过的 70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 70周年同步推出的上滑会员制小

程序，一经上线便有广大滑稽戏迷加入。入场处，剧团还精心准备了
一系列纪念衍生品，如 70周年纪念版邮票、《蜂采春满园》纪念册、蜜

蜂纪念徽章以及滑稽护照等。

以蜜蜂之名
1950年 4月，在上海市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的红宝剧场里，一部

关于惩处汉奸的滑稽戏《红姑娘》是当时的热门剧目，主演是滑稽界

当红头牌姚慕双、周柏春。同年，姚周创建了蜜蜂滑稽剧团，从此，一
群热衷上海滑稽事业的人有了自己的家。日常演出还是在有 400多

座位的红宝剧场，日夜场满座时，剧团的收入是 466.54元，被“蜜蜂
人”以音符笑称为“发拉拉沙发”。

不久，蜜蜂滑稽剧团又吸收“塔王”袁一灵和“幽默滑稽”朱翔飞

加盟，并被戏剧大师黄佐临吸收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滑稽
剧团美名远播。70年来，剧团创作了近百部优秀滑稽戏和数百个优

秀独脚戏，滑稽戏有《满园春色》《笑着向昨天告别》《出色的答案》《性
命交关》《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GPT不正常》《世界真奇妙》等，

独脚戏有《学英文》《全体会》《看电影》《十三人搓麻将》等，脍炙人口，
为人津津乐道。

此后，上海滑稽剧团人才辈出，百花齐放，涌现出了严顺开、吴双
艺、童双春、王双庆、翁双杰、李青、龚伯康等老一辈艺术家。2011年

滑稽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滑稽剧团成为国家
级非遗的滑稽戏传承基地。如今钱程、秦雷、胡晴云、顾竹君、小翁双

杰等都已成为滑稽界的领军人物。80后、90后中青年滑稽演员也已
崭露头角，担起了传承上滑精神的重任。

发百姓之声
上滑在 70年的岁月里始终与时代同步伐，创作了一系列扎根百

姓生活的优秀作品。《满园春色》是根据上海五味斋饭店优秀服务员、

市劳模桑钟培的先进事迹集体创作的；《路灯下的宝贝》是一部关于
街道干部如何关心社会待业青年问题的；《阿混新传》是讲述青年工

人杜小西不学无术踏入社会，几经碰壁幡然醒悟的；还有今年重新被
挂在嘴边的《GPT不正常》，是基于肆虐上海的流行病“甲肝”而创作

的……这些作品很多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视角，以小见大地带

给观众一定的启迪和思考。
近几年上滑创作的都市三部曲《皇帝勿急急太监》《哎哟爸爸》

《弄堂里向》，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也守住了滑稽
戏剧种的特征。剧中融入了大量传统滑稽曲调、现代歌曲和地方戏，

让更多年轻观众了解到正宗的上海滑稽戏。
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凌梅芳始终牢记着，滑稽戏，是让人开心的艺

术，也正是这句话让一群“蜜蜂人”为之奋斗了 70载。本报记者 赵玥

■ “乐器全体验”让小朋友们倍感

新奇 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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