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创排反映现实生活见长剧目的长宁沪剧

团，近日又推出一部大型原创沪剧《风雨江城》。
这是长宁沪剧团为纪念建党 100周年而奉献给

观众的一台好戏。
《风雨江城》，剧名出自宋代诗人王禹偁的残

句：风雨江城暮。前面四字做剧名，最后一个“暮”
字放在戏的开场，特别有意境。江城的昨天，暮色

苍茫，阴霾密布，隐藏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戏的序幕，短短几分钟，女校长沈湘上场，交
代了她肩负的重任。她根据上级指示，配合游击

队里应外合炸毁江桥。她派 17岁的女儿沈凌去
送情报，不料因叛徒出卖，沈湘和女儿沈凌被捕。

国民党特派员吴芸见沈湘拒不招供，遂以沈凌当
人质，又故意将沈湘放走，旨在钓鱼。沈凌遭到严

刑拷打，没有透露半句游击队的秘密。
戏的突转之处在于江城驻军团长陶欣杰和

沈湘见面，发现双方竟然是老同学。17年前，两
人都胸怀大志，有志报国，花前月下有过一段甜

蜜的爱情，沈凌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不料，两人
毕业后分离，走上两条相反的路。面对被打得伤

痕累累的沈凌，沈湘把真情告诉了陶欣杰，晓以
大义，策反陶欣杰。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这个

悬念吸引了观众。

饰演沈湘的张燕雯表演十分感人。她从一个

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母亲视角，展现了共产
党员崇高而真实的情感。她的表演真切自然，声

情并茂，努力做到长宁沪剧团团长、沪剧表演艺
术家陈甦萍提出的要求：“让演员化在人物中”。

一系列跌宕的情节，“小糊涂”打入敌营拆字算
命，沈湘被假释后敌人的跟踪，地下党刘副官对

陶欣杰的劝说，又穿插了浓郁感人的母女情，成

就了一台好戏。
张燕雯继承发展了陈甦萍细腻浓郁的唱腔，

在昔日的恋人面前，表明了自己坚贞不屈的精神，
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陶欣杰弃暗投明。陶

欣杰面对沈湘的开导，犹豫不定，一面是沈湘的义
正词严的劝说，一面是特派员吴芸无情厉害的监

视，陶欣杰进退两难。扮演者黄爱忠用几大段王派
加解派的唱腔，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纠结。沈

凌的扮演者青年演员朱桢的唱做也很出色。母女
俩在监狱里的对唱，感动了台下每一个观众。

雨过终于天晴。游击队果断地把桥炸了，又
把敌人的江城驻军包围起来。陶欣杰经过激烈的

思想斗争，把沈凌放了；而沈凌却被特派员吴芸
杀害。地下党刘副官果断地将吴芸击毙。戏的最

后，陶欣杰以“一个军人难以说出投降两字”为由，

拔枪自裁，戏以悲剧结束。最后的结尾，我以为如
果改为陶欣杰率部起义，更能显示出沈湘和地下

党的工作的成功，也是陶欣杰思想变化的合理的
归宿。

值得一提的是，这出戏的舞台设计虚实结

合，徽式民居的黑白线条带来浓郁的江南味道，
许多树木用的是软景片，但立体感很强。开场的

灯光营造出乌云压城、风雨来临的气氛。游击队
活动在山林的远景，衬托出当地百姓不屈的精

神。舞台上的布景虽无言，但可以说出一切。上海

戏剧学院舞美系主任伊天夫集舞台设计与灯光设
计于一身，善于捕捉人物情绪变化的一刹那，让灯

光说话，成为演员表演的有力助手，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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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造就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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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沪剧《风雨江城》

———观谍战剧有感

    打卡———已经成为阅读

城市的最流行方式，到武康
大楼对角线的人行道上摆好

造型“咔嚓”一下；到南京东
路外滩看《永远跟党走》光影

秀开场前以浦东天际线为背
景按下手机拍照键；到中共

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的会

址和纪念馆门口，手持党旗拍
照合影……打卡，其实就等于

“到此一游、在此存照”。我来
了，我拍了，我存在———尤其期

待转发，赢得高数额点赞。

可是，武康大楼的建筑设
计师邬达克是哪国人，在上海还

留下了多少幢楼，为何在国际建
筑界藉藉无名？浦江两岸建筑

风格完全不同，分别代表了哪几
个时期上海的发展阶段？中共

一大、中共二大分别位于树德

里、辅德里，那么明德里这个位
置与建党又有什么联系？

打卡，是“我来了”。但是否
真正打开了如书籍一样丰厚的

建筑时空，了解到这个空间的
前世今生？建筑是历史、文化、

人文乃至科技的容器，有着城
市的刻痕印记。当“建筑可阅

读”这一活动兴起于大街小巷，

使得男女老少都热衷于漫步街
区，使得在一个建筑群里贴上

二维码就可以称之为“露天博
物馆”之时，我们是否由表及里

地了解了由建筑连成的街区，
由街区连成的城市的光荣历

史、辉煌当下与美好未来？
打开，才可能“我懂了”。在

日前于陕西北路网文讲坛举行

的中共二大非虚构戏剧《辅德
里》的观众见面会上，一位观众

感慨道：“学校带我孙女去参观

了辅德里，但是他们就是去拍照了，辅德
里到底有什么故事，他们并没有很清楚。

他们去打卡了，但他们打开了辅德里的门
了吗？”

也许会有人说，武康大楼没把门打
开呀！其实，打卡的方式只有一种，打开
的方式有很多种。文艺作品是最入耳、

入眼、入心的打开方式。要了解邬达克，
可以去看话剧《邬达克》；要了解上海红

色文化，可以去看正在热演的非虚构戏
剧《辅德里》、话剧《浪潮》、杂技剧《战上

海》，以及全国巡演间隙回沪上演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有正在热映的

电影《1921》；要了解江南文化，可以在
豫园的“海上豫园”里感受沉浸式戏曲；

至于海派文化，最显眼的自然是街头建
筑风景线，更何况相关文字影视记录铺

天盖地……
打开，考验的其实正是城市软实力。

注重人情味、体现高颜值、充满亲近感、洋
溢文化味的“城市表情”，就是由勾勒出城

市天际线的建筑物体、文化地标、店面招
牌、交通干线乃至黄浦江大型光影秀等交

相辉映的轮廓。浦西与浦东，展现的其实
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及改革开放后，

两个不同时间起点的城市发展轨迹。因而
在浦西以及两岸的滨江地带，可以看到更

多的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在浦东可以看到

更多的是经济腾飞的丰碑。

年内，上海图书馆东馆、世
博文化公园、浦东美术馆陆

续竣工开放，更多兼具江南
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

的场馆，将在浦东形成辐射
效应。

如何让“工业锈带”变成

“生活秀带”“文化秀带”，正是
当前政府关心正在推进的课

题。电影导演江海洋就提出三
项操作性很强又“温暖”人心

的建议。首先，可以在街头任
何可以设座位的地方安放椅

子，甚至可以在令人意想不到

的地方安放———这样就能带
来“意外的惊喜感”。椅子可以

有标准样式，也可以有艺术设
计的发挥，本身也形成环境的

点缀。重要的是，每把椅子上
要挂上牌子———即谁捐赠，设

立椅子的原因是什么，显得特
别有真情。例如，“某年某月某

日王明的儿子王小明在上海
出生，特此纪念云云”，这样每

把椅子的设立钱款源于市民，
而每个普通人能把情感寄托

其间，又为他人歇脚提供方便
……三年一轮，三年后换一批

牌子。换下的牌子可以嵌入镜
框成为“奖状”，让捐赠人带回

家挂在墙上。其二，上海轨道
交通的长度已是世界第一，不

妨选取其中若干枢纽车站建
设为“中外文化车站”，例如某

某站就成为“中国书法站”，以
书法为主题设计、包装。如此，

人们在日常出行、穿梭城市之
际，就能感受到中外文化魅

力。其三，在轨交站，开辟“名
人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

解的“文化名人”那样的“名人”———而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里的“状元”。这
样，能让人人都有荣誉感、使命感、责任

感。人人都是软实力的生动局面，正是从
这样的点滴细节开始的。如此，我们进入

地下轨交的瞬间，其实也仿佛可以选择
“任意门”———这一扇通往书法、那一扇通

往名画……打开“地下缤纷世界”的方式

也更为有趣多样。
到了夜晚，在上海 16个点或唱歌或

制作手工艺的街头艺人，也会成为一道道
动态风景。300多位持证街头艺人中有

100多位活跃街头，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艺
人仅凭观众打赏就能养活一家人。他们以

城市建筑、文化地标、浦江两岸为布景，唱
起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带来祥和与欢

乐。还有隐藏在高楼大厦里的一些演艺新
空间，已让长三角观众乐于拖着拉杆箱来

上海度过一个文旅融合的周末———看一
场《永不消逝的电波》，选一家大隐隐于市
的民宿，在夜色靓

丽、美食遍地的街头

扫一扫建筑上的二
维码，深入了解上海

这座光荣之城、英雄
之城的历史，不正是

一种赏心悦目的打
开上海的方式吗？

    惊险片，科幻片，恐怖片，导演们利用一切电

影手段，都在营造男性的勇敢。有了这无畏的勇
敢，社会有救了，人民安全了，爱情诞生了。就像

力量是分配给男性的，柔情是女人的专利。花木
兰古今咏之，“妈宝男”只有妈妈喜欢。

男子汉是只有在困境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如
果以为戴耳环或者敷面膜，能够引导出男性的美

来，那简直是笑话。

看我们的谍战剧，我难忘的是张嘉益主演的

40集电视剧《悬崖》。勇敢的人才能做卧底。但光
有不怕死的信念还不够，还得有机智。被动地接

受上级的命令不是最出色的特工，主动发现有价
值的情报，随之破坏敌人的阴谋才是最优秀的卧

底。周乙从日本军官摊在桌上的一张画有标注的
苏联地图，立刻机警地判断这是要干什么？如果

斯大林被暗杀成功，这会影响整个世界和平的格

局。周乙带着顾秋妍冒着极大的危险，在深林里
向苏联境内发报“乌苏里虎计划”的阴谋。

“我就是信仰！”———周乙充满光芒的眼睛这

样告诉你。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才能有创造性的
劳动。信仰产生的责任感，层次不一，最崇高的人

奉献无极限。
周乙临死之前要见一见他 6岁的养女莎莎。

在监狱里抱着心爱的非血缘的女儿痛哭。“无情

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先生说
的极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

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
《悬崖》这样优秀的剧本，由张嘉益来演，不

仅仅是因为他有名，也是因为他有经历。吃过苦，
有过人生的困境。他的脊柱有病，自己坦言，常常

要用热水冲开了背，之后肢体才能正常运动。他
有着骨子里的坚强与坚韧。

一些主演革命先辈的年轻演员，在电视上

说，因为表演，他们知道了那些伟人与英雄的经
历、故事、意志与毅力，他们在表演中成长。这样

的体会很中肯。胡歌在电视剧《时间的答卷/忠诚
篇》中饰演在祖国西部边境线守护了 17年、后因

为救落水儿童而在今年一月牺牲的“帕米尔雄
鹰”拉齐尼.巴依卡，“他们一家三代倾其一生守

护边疆，让我看到了共产党员无比坚定的信念，

我会努力让自己也活成他的样子。”———胡歌的
感慨是真诚的。

央视八套播出的四十集的年代谍战剧《叛逆
者》，33岁的朱一龙主演从国民党特工骨干，后

在血雨腥风中重塑信仰、转为共产党党员的“叛
逆者”与爱国者，前期不少的影视表演磨砺了朱

一龙的演技，他在《叛逆者》中一出场有型有款，
显示特别的敏锐力与观察力，身手矫健而无畏。

但是，似乎还缺乏张嘉益那样稳重的力量感。也

许这是矛盾的：男性的力量感在中年更能体现，
但是总不能老让中年的张嘉益们还要在银屏上

上演青春恋爱戏。《叛逆者》的剧情发展长达十
年，我们可以有所期待。英雄是在成长中成为英

雄，而拍戏半年，体验十年，横店制造出来的炮火
考验，同样可以促成有一个有灵魂的演员的成

长。———能够饰演勇敢者的演员，真是有福。

机智与勇敢配套，是特工必备素质。而忠诚，
是勇敢的灵魂。
小男孩们做游戏，最大胆的那个热衷于做卧

底，大家都知道这是最高级的勇敢。

“温室里培育不出花朵。”说的是花，说的也
是人。莎士比亚的戏里，苔丝狄蒙娜因为奥赛罗

的伤疤而爱上他；如果面对的是耳环男与面膜
男，恐怕就是莎翁也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