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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碧莲香，有那

莺莺小姐她唤红娘……”评弹《莺莺操琴》的选段从豫园湖心亭
茶楼中飘向九曲桥，桥上游人嬉闹，楼上茶暖曲热。本周末首次

开出的评弹夜书场由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优秀青年演员陆
锦花“开青龙”，为文旅胜地豫园更添一抹江南味道。

湖心亭茶楼二楼不过 50个席位，听闻上海评弹团要来此地
说夜书，票子早早就卖空了，现场甚至有全程站着听书的铁杆书

迷。来晚了的听众嫌位置不够正中，趴在雕花镂空窗边探头凝神

细听；窗边的听众侧身一瞥，九曲桥景尽收眼底，一壶清茶配三
两茶点，颇有雅趣；最前排的听众，与一桌二椅的距离贴得连一

个人都通不过，陆锦花笑言，如果饿着肚子上台，估计前排要把
肚子咕咕叫都听得一清二楚。

在百年茶楼演出，上海评弹团特别选用了老底子的桌帷椅
披，黄底布面上绣有“上海评弹团”的字样，缀有蓝色流苏。两则

开篇一唱，说回正书，“《珍珠塔》可以说是弹词里的魁首，艺术性
极高”，高博文一开口，台下都聚精会神，“讲的故事大家都熟悉，

方卿欲寻姑孃借贷，不是小姑娘的姑娘，是孃孃那个姑孃”，逗得
台下大笑。

说噱弹唱多少事，都付笑谈间，两个小时的演出眨眼而过。
在书场日益减少的当下，评弹演员们对能在湖心亭这样雅致而

又有江南韵味的地方开出新书场，倍感珍惜。高博文自己也在摸
索，面对很多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评弹的新观众，如何让他们感受

到评弹的魅力，脱口秀、说书、演唱、表演，多元的内容融汇在一
起，高潮迭起，观众相当过瘾。

自 2017年在上海博物馆的一场讲座活动中，欣赏到上海评
弹团演出后，观众李晶就迷上了评弹。来自北方的她为了听懂评

弹，在网上自学苏州话，现在看评弹演出已经几乎无障碍。第一
时间购票的李晶欣喜地表示：“能在湖心亭这样的场所看评弹，

是工作之余的放松，没想到能和先生们距离这么近。”
在海上梨园每逢二十四节气开设评弹茶会，如今湖心亭茶

楼也开出夜书场，豫园文化商业集团总裁助理何东右介绍，其实
豫园的每个空间都在打造独特的文化产品。围绕豫园的江南文

化和老城厢的海派文化，在江南茶楼听评弹古往今来都是绝配。

何东右表示：“为了吸引年轻人走进豫园，我们选择了周五、
周六的夜晚开设书场，而且说的是长篇《珍珠塔》，就是为了长效

地留住年轻观众，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豫园传播下去。”未来，湖
心亭不仅有评弹，还会常设茶会、琴会、香道等活动，打造成一个

精致的海派生活文化体验平台。 本报记者 赵玥

    为了迎接上海沪剧院的专业团

队，社区早早在广场搭好了舞台。演
员们从沪剧院出发，驱车一小时余

抵达演出场所，马路对面便是大型
商场，舞台幕布后是簇新的社区服

务中心楼宇，平日居民们的活动室
成了演员们的化妆间。带队的演员

团团长钱思剑想起当年下乡演出的

艰苦条件，脱口而出：“以前很多舞
台还没有这间化妆间大。”

“吃饭不忘种田人，女儿不断娘
家路。”在丁是娥倡导“沪剧回娘家”

活动的年代，茅善玉还是跟着老师
演出的青年新秀。她犹记得，当年来

南汇演出，单程就要花一天时间，演
员们像军人一样打背包赶路，手里

拎着煤油炉和面盆，至少要住一晚
才能返程。演出多住得久，大家就向

农民买鸡鸭买菜，支个小炉子生火
烧饭。如果是夏天“回娘家”，灯光一

打，蚊子苍蝇飞成一团，开嗓一个不
小心，就会吃进一只虫。

茅善玉回忆当年：“很多戏迷听
说我们来演出，走几十里路，还自带

占座的条凳。”有时候在基层室内演
出，第一排必然是趴着看、坐着看的

娃娃，门外趴着窗户看的观众实在
是不稀奇，窗外远眺出去，树上爬满

了人，抬头一看，连天窗都趴着人。
常常是台上领唱一句，台下就开始

跟唱，“戏迷连过门也要唱给你听，
随意改动一句他们马上知道。”

每一次到基层演出，茅善玉面

对的都是一群看着她长大、成名的
资深戏迷。她在后台遇到老戏迷打

招呼，先要被拍一下，满脸笑容的戏
迷一向如此热烈直接地表达爱意：

“噢哟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看你演
出了哦！”看着戏迷掏出泛黄的书、

磁带要签名，甚至还有自制的海报

卡片，连茅善玉都惊讶：“这些你们
还保存着啊！”几十年如一日的“追

星”，让茅善玉感受到瞬间与永恒。
如今，观众的热情依旧。这次有

几位戏迷有机会和茅善玉同台演
唱，大家伙兴奋得都失眠了。一位戏

迷是“玉迷”，从 8岁就开始学唱沪

剧，感慨自己圆梦了。另一位戏迷接
到了同台演出的电话后，儿子对她

说：“妈妈你要出名了！”她想也不敢
想：“我太高兴了，平时电视里经常

看到茅院长，没想到真的能有机会
同台演出。”

《芦荡火种》《庵堂相会》《红

灯记》《阿必大回娘家》《敦煌女
儿》……一段段沪剧名段唱响，台

下掌声不断。带着孩子“全家总动
员”的张先生很激动：“在家门口看

到这么专业的沪剧演出非常难得，
相比电视节目，面对面的艺术可以

让我们更能代入到戏里，有机会让

孩子感受传统艺术特别感谢，真是
休息日的好去处。”
虽然是基层演出，但是沪剧院

里里外外毫不含糊，不仅演员彩扮

登场、乐队人员现场伴奏，舞台两侧
的字幕机也一直在工作，服务于听

不懂沪剧的新观众。钱思剑解释，
“既然来了，就要让观众看懂”，点滴

温度润于心。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35

场演出中，还将有各式各样的非标

演出场地，茅善玉信心十足：“沪剧

是时刻和百姓在一起的，我们将根
据剧场条件安排戏码，在辞旧迎新

的过程中，让上海的声音始终陪伴
着新城观众。” 本报记者 赵玥

湖心亭里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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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娥老师带领我们沪剧‘回
娘家’，后来升格成沪剧艺术节，如今
又打包名家好戏走进‘五个新城’，我
们始终不忘记观众和我们的鱼水
情。”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欣喜地
看到户外广场座无虚席，甚至健身器
材上和凉亭内都坐满了观众。昨天是
上海沪剧院送戏进“五个新城”的第
一场活动，茅善玉带领名家新秀来到
南汇新城宜浩佳园生活广场，为火热

的临港新片区建设送来了文化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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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博文和陆锦花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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