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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上海“演艺大世界”唯一驻场演出，

备受追捧的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昨晚迎来
2021年的首场演出。这台由上海艺动天下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独脚戏，在两年里演

出逾 70场，观剧达 4.5万人次。即便是在疫情

导致剧场“闭门谢客”的特殊时期，依然有痴
心观众选择“拒不退票”，而是“耐心等待”。

本轮演出仅有两场，开票首日短短一小
时内便告售罄，这也应了主演毛猛达的那句

话“观众太需要笑声了”，他直言：“在经历疫

情后，人们需要优秀的艺术作品来抚慰心灵，
唯有内心精神充沛了，才能坚定内心力量继

续前行。”
在长达大半年的“被迫修整”期间，毛猛

达和沈荣海这对加起来 130?的老搭档也并
未闲着，而是整日居家打磨新段子，不断为

《石库门的笑声》补充“新鲜血液”。他们将疫

情带来的生活改变融入作品中，那些让人笑

中带泪的“抗疫”故事时刻提醒着人们，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口罩还要戴戴好，消毒措施要记牢，瞎轧闹
猛要闯祸，没事不要到处跑。”

昨晚担任神秘嘉宾的是沪剧新秀赵隽

晴，身为沪剧名角华雯的爱徒，她现场献唱了
老师亲授的沪剧《挑山女人》中的选段“脚踏

实地走正道”，味道纯正的杨派唱腔勾起不少

“老上海”的温暖回忆。赵隽晴说：“沪剧和独

脚戏是本土戏曲和曲艺，都是最可贵的乡音，

让‘上海声音’代代相传，传遍城市每个角落，
是我们这一代沪剧人的责任。”

能够站上《石库门的笑声》的舞台，赵隽
晴很兴奋：“阿拉爸爸是独脚戏迷，我从小就

跟着他听滑稽泰斗姚慕双和周柏春老师的名
段，我也是在笑声中‘浸泡’长大的孩子。独脚

戏演员都很厉害，能凭借一张嘴和生动的表

演，不借助任何道具，就让人瞬间‘跌’入他们
描画的情景中，这些刻画人物的手法和带人

入戏的技巧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很应该学习
的。今天能有机会和毛猛达、沈荣海老师同

台，很荣幸，希望《石库门的笑声》能一直在舞
台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本报记者 朱渊

人散各处 心在剧场
修缮期间，天蟾逸夫舞台采取“停场不停业”

的策略，确保服务不断、演出不断。所有剧目被安

排到共舞台、上海音乐厅、人民大舞台、中国大戏
院、黄浦剧场、长江剧场、上海大剧院等人民广场

周边的演艺大世界剧场群。剧场的舞台技术团队
加入上海京剧院舞台保障部门，跟随京剧院演出

院团各地奔波，为演出保驾护航；服务组团队分

散于上海京剧院、中华艺术宫物业部门，不断精
进业务能力；其他人员分别在工程项目现场、天

蟾苑、上海京剧院实行分散办公。大家虽分散各
处，但依然心系“天蟾”，各自为剧场重新开业做

着充分准备，迎接广大观众“回家”看戏。
内部测试期间，上海“首席剧场五星级服务

员”、天蟾逸夫舞台前台主管林嬿对她带领的礼
宾团队进行着每日一次的岗前培训，从检票、指

引观众、回答问询、劝阻不文明观演行为，到电动
爬楼机等新增无障碍设备的操作使用等，要求大

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标准做到细致、到位，
一如既往地为观众提供着贴心优质的服务。

于细微处 见真功夫
就连内部工作人员都没想到，剧场居然修缮

了这么长时间。剧场总经理潘熠文解释，当初上

海测绘院前来测量剧场高度达到 24.5米，由于

0.5米的高度之差被定性为高层建筑，随之而来
的消防安全问题便“折磨”了大家七个月。

承接剧场修缮工作的是华建集团历史建筑
保护设计院和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

验丰富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已经修缮过多处历
史文化保护建筑。华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

常务副院长卓刚峰介绍，上海有很多历史建筑已

经伫立了一个世纪，但是使用单位都经历过几番
更迭，像天蟾逸夫舞台这样从一开始就定位剧场

功能且至今未变的建筑并不多见。卓刚峰说：“我
们的讨论中有很多冲突与探索，很欣慰剧场方对

艺术的执着，在很多问题上坚持了高品质的标
准，尽管花费了成本和时间的代价，却能最终呈

现出精品的效果。”
此次修缮对舞台设备进行了大幅提升，舞台

机械、音响、灯光设备的配置均达到了国内一流

的水准，能全方位满足现代化舞台的演出需求。
负责声学设计的副总工程师杨志刚坦言，剧场作

为一幢历史保护建筑想要大幅改动声学效果是
不可能的，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台口的八字侧

墙增设微扩散造型，墙面做了很多凹凸变化，使
演员的声音更加亲切、圆润，同时提升音响响度，

“少补一些电声，演员的原声就能更好体现”。字
幕屏也由原来只能纯文字播放升级为可实现图

像影音一体化播放功能。

定位不变 暖心依旧
修缮后的天蟾逸夫舞台将坚持以京剧演出

为主的戏曲专用演出场所的定位，观众席位仍保

留上下两层共 930个座位，大红座椅颜色将勾起

大家对这座剧场的旧时回忆。百年来，台上皮黄
依旧，台下掌声仍然。前辈大师的汗水、足迹，方

寸天地、氍毹留痕，早化作了激荡人心的艺术魅
力，萦绕在天蟾的每个角落。

原先剧场一层是一家书店，如今改造成了多
功能厅，配有升降舞台、巨型高清全彩 LED屏以

及活动伸缩式观众看台，以满足曲艺、评弹、话剧
等不同演出需求。潘熠文介绍，这里将发挥剧场

的经营潜力，拥有很多新的可能，也不排除恢复
从前的天蟾茶座，为新老戏迷提供聚会的场地。

为了解决洗手间不足这个老大难问题，剧场
二楼利用书店的阁楼空间，新增了洗手间。以后

去天蟾逸夫舞台看戏，每一层都有男女和第三性
别卫生间，热水也有了，就一个词，舒心。

天蟾逸夫舞台和周信芳戏剧空间两家剧场
都隶属于上海京剧院，以后如何划分演出功能和

定位？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回应，“看大戏，来天
蟾，看我们的日常演出和实验剧目，到周信芳戏

剧空间。”今年 7 月 1日前，上京计划在天蟾逸夫
舞台推出一台全新的京剧诗词演唱会，迎接建党

百年的重要日子。
看戏、看人、看服务，正如天蟾的文化理念

“我的剧场我的家”所传递的一样，天蟾是一个充
满人情味的剧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天蟾逸

夫舞台结合剧场自身定性制定了一套疫情防控
管理措施。口罩、测温枪、洗手液等大批防疫用品

早已摆放到位，入口处还加装了人脸识别机器。
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提供健康码的老年

观众，可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纸质辅助行程证明

后入场观戏。 本报记者 赵玥

“石库门”响起新年第一笑

期盼着天蟾逸夫舞台
重开台的老观众们，仍对
2018 年 3 月 11 日的谢幕
演出《打严嵩》记忆犹新。陈
少云谢幕时那句“圣旨下”，
苍凉激昂，颇显麒派神韵，
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得知今年春节期间就能回
到熟悉的剧场看戏，戏迷们
高兴坏了，都摩拳擦掌等待
开票，希望能第一时间走进
来看看它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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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的入口处

加装了人脸识别
机器

▲ 修缮后的二楼
大堂

■ 剧场内景 本版图片 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