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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网络娱乐

◆ 王莫之

王家卫的很响与不响

从一江一河看上海空间之魔
◆ 诸大建

电视剧《繁花》第 18集，玲子到

黄河路考察，李李亲自招待，敬酒时

说：“不大会有客人既来至真园，也去

夜东京的。”这话意味深长。我也想

问：“有没有人既是《繁花》的书迷，又

是剧粉。”说来滑稽，去年12月27日

《繁花》剧集上线，口碑两极分化，原

著党在社交媒体狙击王家卫的推倒重

建；几天后，大批看得痴醉的观众为了

剧透去读原著，愕然发现两者浑身不

搭界。

一流小说的影视改编历来艰辛，

成功者凤毛麟角。坦白讲，在《繁花》

开播之前我不曾想过自己会深陷其

中，每天吃好夜饭就等更新，看沪语

版，两集正好是一部电影的时长，而观

看的体验也等同电影，赛过每天看了

一部王家卫水准的新片子。

《繁花》第一集，爷叔测试阿宝，让

他在和平饭店借房间，镜头后来定格

在英国套房，如同电影《2046》，房门合

拢 ，“72”的 数 字 异 常 醒 目 。 熟 悉

《2046》的都知道，这串数字与其说是

房间号码，毋宁说是黎明在《Happy

2000》里唱的那句诘问：“在实验室里

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王

家卫的作品总是充满了符号与象征，

换言之，会制造大量的解读与误读。

我是看到十四集，爷叔教汪小姐写检

查，汪小姐下放杨浦工厂，他们由此拥

有了被外滩27号（外贸公司）放逐的共

同经历，这才听见了“72”的弦外之音。

这种镜头语言的不响在汪小姐身

上还有一处。第12集，汪小姐借了吃

醋的劲头逼问宝总，说着说着漏出一

句：“我哭得连隐形眼镜都戴不住。”如

果没有这把钥匙，观众就没法看清楚

汪小姐恋爱脑的一面。原来剧中发生

在88年12月31日（跨年夜，阿宝在和

平饭店的露台送了小汪一副隐形眼

镜）之后的戏，但凡汪小姐以“四眼”示

人，那么大概率她之前哭过了。譬如

第八集汪小姐赶赴诸暨救宝总，她开

车的镜头是不戴眼镜的，而夜幕下抱

着宝总的她是戴眼镜的。至于宝总为

什么要在谈妥五百万美金的大单之后

送汪小姐隐形眼镜（他们革命友情的

信物），王家卫也是不响。好在，第八

集有这样一组抒情镜头，阿宝透过外

滩27号茶水间的房门玻璃，看见小汪

同志处理信销票，水壶（上海人叫铜

吊）的蒸汽模糊了小汪的左眼镜片，她

为自己的笨拙而懊恼、哭泣，那个又美

又惨、看不到未来的“蚌壳精”形象似

乎能够说明问题。

我其实不太接受某些评论说王家

卫破坏了原著的不响美学，但是我同

意他们说王家卫这次搞得很响，也许

太响。剧中的人物经常处于某种亢奋

状态，对话吵闹，不像是在演电视剧，

倒像是在演舞台剧。我对“很响”有自

己的理解，但是不及我的编剧朋友费

慧君讲得深刻，她说：“《繁花》

最打动我的是精气神，90年代，

一切欣欣向荣，日子越来越好，

望不到头的好，大家说话做事

气都浮在胸口上，曾经我们以为这就

是应该有的生活。”

很响，让我想起上海的滑稽戏。

以前我们打趣那些姚慕双、周柏春的

后辈没腔调、没花头，只能在电视上瞎

污搞，混口泡饭吃吃，天晓得现在借由

电视剧，滑稽戏居然复活了。这不是

因为请了陈国庆、骆文莲、吴爱艺一众

有滑稽戏色彩的演员加盟，《繁花》就

能把观众逗乐。事实上，我并非上述

演员赖以成名的那些沪语情景喜剧的

观众。离开了讽刺的滑稽戏要如何生

存，其实早在三十年前，电影《股疯》就

给出了一个疯狂的答案。那部作品也

是很响的，潘虹在公交车上舌战乘客，

那个爽脆的劲道赛过吃大头菜过泡

饭，不亚于《繁花》里面，黄河路老板娘

们身上的火药味，进贤路夜东京七十

二家房客的烟火气。

比起黄河路，我个人更喜欢进贤

路的戏，更接近我成长岁月里的上

海。夜东京的群戏将观众带入一个陌

生的王家卫，新添了搞笑技能的他让

人惊喜，我不敢说这是进步，起码在

《繁花》里，我看到了他的转变。那些

滑稽戏演员也是，我甚至觉得他们被

低估了；第13集，玲子痛斥暗恋自己多

年的葛老师：“我情愿把饭菜都倒掉，

我去喂猫喂狗，我去给讨饭的吃，我也

不会给你吃一口，我要眼睁睁看着你

这个老甲鱼一天天饿死。”葛老师被骂

到眼泪汪汪、浑身颤抖，他指着玲子

说：“你这个女人讲得出这种话，我记

住你了。”那一刻，我也记住了陈国庆，

一个仿佛是从电视剧《孽债》出来的悲

情小市民。顺便说一句，“老甲鱼”这

种切口在上海滩和野生甲鱼一样，几

乎绝响于市场。

《繁花》在豆瓣开出8.4分，这个分

数低于它的水平，高于我的预期。如

同王家卫的另一部杰作，电影《一代宗

师》所经历的低开高走的命运，我相信

《繁花》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我特别

喜欢第14集的一个镜头，进贤路的老

房子屋顶漏雨，惨白的天花板湿了一

大块，水珠像背食的蚂蚁在流动，汇到

某个地方，滴答滴答。这样的上海细

节，好比一针一线，编织着一个上海市

井。以前看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评

论，有网友调侃道，这是摄影师扛着机

器穿越到东汉末年拍摄的。某种程度

上，对于改革开放头十五年的上海弄

堂生活的还原，电视剧《繁花》也当得

起这样的赞誉。

研究城市发展，我喜欢用上海城

市空间变迁的故事解读魔都上海的空

间之魔。上海城市空间及其变迁有三

方面的魔幻吸引力。第一个是空间形

态之魔；第二个是空间缘起之魔；第三

个是上海城市的精神气质之魔。上海

城市空间的基础是一江一河，可以用

一江一河的事例，一层层剥皮解读上

海城市的空间之魔。

一江一河是上海独有的空间形态

和城市Logo。做报告讲上海城市的发

生发展，我常常一开始就引用设置在

南京路国际饭店的上海大地原点图

案，图案中的上海城市空间纹理突出

了黄浦江和苏州河以及它们的交汇

点。我加重语气说，一江一河是上海

城市空间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上海现

在眼花缭乱、繁花似锦的城市空间格

局就是在一江一河的底板上发生发展

起来的。这与世界上的诸多全球城市

有重要差异，在国内特别是与帝都北

京的空间形象有不同。北京类似中国

套箱，外围的道路和空间围绕古老的

皇宫一圈一圈展开，城市形态是空间

规整有对称性的单中心。但是魔都上

海，却以一江一河骨架为基础，由苏州

河南向苏州河北、由浦西向浦东，飞地

式多中心式发展，形成了上海特有的

城市空间马赛克。曾经在微信朋友圈

看到一幅图将北京与上海作比较，注

解说“北京地图是回字形，上海地图是

什么”。

一江一河的形成有后天的创意和

人工的作为。一江一河，今天在陆家

嘴对面的苏州河口交汇，最初的情况

却不是这样。这要归之于历史上对上

海城市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黄浦夺

淞工程或江浦合流工程，有人由此说

黄浦江其实是半人工河。600多年前，

吴淞江是从太湖向东经过上海地区流

入长江的主河流，河面最宽的时候可

以达到10千米。上海是吴淞江支流之

一上海浦旁边的一个聚落，上海浦的

上游是黄浦。1403年明朝治理太湖水

涝搞江浦合流工程，拓展上海浦引黄

浦水向北，再连接范家浜向东流入长

江，那时候吴淞江与黄浦江在今日复

兴岛北面的虬江（原意旧江）进行交

汇。后来许多年进一步治理吴淞江一

直到海瑞时期，最终放弃了北边的旧

江，改道南边的宋家港，形成了今天苏

州河在外白渡桥与黄浦江交汇的局

面。上海人历来称境内最大的水系是

江，比江小的称之为河、浦、塘等。黄

浦夺淞以后，黄浦江鸟枪换炮替代吴

淞江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角，而原

来的江河老大吴淞江改道后成为黄浦

江的支流，开埠以后其在上海境内的

部分被降维称之为苏州河。

一江一河与上海人的专业主义和

创新精神分不开。江浦合流工程，是

上海发展史上最早的一次城市空间创

新，展现了上海人的专业主义精神。

1403年永乐皇帝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到

江南治水，传统做法是疏浚吴淞江下

游河道。但是古上海人叶宗行大胆向

朝廷上书，要求放弃吴淞江下游疏浚

方案，变换思路引入黄浦江水解决淤

塞问题。叶宗行是在黄浦江边出生和

长大的华亭鲁汇（今上海闵行区浦江

镇人），多年来有兴趣研究水文水利问

题。叶宗行的方案，超越就吴淞江治

理谈吴淞江，把治理出海河道与调整

整个水系结合起来，创新性高、操作性

强。建议得到采纳，后来的发展证明

了江浦合流对于上海城市空间发展具

有基础性意义。我甚至认为，江浦合

流称得上是对上海城市发展具有从0

到1价值的重大创新，其意义可以与今

天在洋山岛建立深水港相比拟。每次

CityWalk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看

外滩—陆家嘴美景，我会想到应该在

这里设立有关江浦合流工程的纪念

碑。我记得在闵行区浦江镇叶宗行纪

念馆看到的一段话：“有叶宗行，才有

黄浦江；有黄浦江，才有大上海。”

来来往往上海的人喜欢在魔都

CityWalk，在我看来这就是看空间。

看建筑是看一个点，逛马路是看一条

线，看由建筑和马路组成的街区就是

看一个面。我觉得，上面从一江一河

解读上海空间之魔的三部曲可以用到

所有的城市空间转悠上。第一步要看

上海城市空间的形态特征是什么，第

二步要看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背后有什

么有趣的故事，第三步从空间形态及

其故事看看上海城市的精神气质是什

么。这样搞CityWalk可以变得越来

越有趣。

读韩松落的《春山夜

行》，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

小雨，书中有不断后退的，

被车灯光照得惨白的春树，

镜头感强烈，一路进入山

谷，转弯，急弯，峭壁、平路、

石桥，穿插着白杨树的苦

香、杏花的甜香。每个人一

生都在行路，那春山夜行之

路，是小生意人内心的百转

千回，是经历九曲十八弯，

有渡不尽的大大小小的漩

涡，避之不及便会掉落下去

的坑坑洼洼。是成是败，有

时是一纸合同决定的命

运，有时是一顿酒，有

时甚至是一句浅语的

琢磨……夜行路，必

不清晰，模糊，要摸索

着走。

好几个故事中，

都有“疯子”。作为韩

松落的同龄人，他让

我回忆起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似乎每个小

县城，每片家属区，都

有一个、两个人口中

的“疯子”在街上乱

窜。在我看来，他们

未必是精神脆弱而导

致人生崩塌，他们是一些执拗之人，

一根筋，爱就爱到底，喜欢什么就喜

欢到底。又或者是在要求人人齐步

走的年代，想的、做的和别人不一样，

于是成了伸出墙外的墙头柳。墙头

柳就会被砍枝，拉回来，他们的身体

是被拉回来了，灵魂却出了窍，回不

了神，久久地活在自己编造的童话或

恶梦里，将自己的一生关了起来。

当然，韩松落的笔触不是整本书

一个调，你很难捕捉规律。在《浮花》

里他用几个人的对话讲述故事，一个

演员死后，哪怕这个人一生饰演过无

数角色，或烈性，或酸腐，在别人的谈

论中，都成了泡沫；《五怪人演讲团》，

几位平凡的女性，因为有可歌颂的情

操，组成了巡回演讲团，于是演讲本

身有了表演性质，而她们的人生实

相，毫不积极、正面，甚至讲述不得。

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本

色出演：《妈妈的语文史》中的“妈

妈”，老牌师范校毕业的素质女，从教

育孩子即使心怀怒气，也要

轻轻关门，到病榻上张口破

骂自己的子女，再到老来谨

小慎微讨好身边人，让人看

到一个生命经历优雅、张

狂、粗暴、衰败，其间的枝蔓

缠绕，隐忍、抗争、拒绝、愤

怒、迂回的心理路径。她们

的人生不易，也将阴影投进

下一代的生命中。以女儿第

一人称书写的“我”，几乎成

了母亲的翻版，她们望向对

方的眼是愤怒的，也是含泪

的，含泪地唱“让我们都能在

一起，在一起，欢乐无比。”

韩松落书写人心

的曲曲弯弯，书写生

活路上尖尖的石头，

刺痛人的身体，但又

无法绕开。他用文字

将那些身体里密密细

细的痛，用具体的物

件铺陈开来，有了触

目惊心具象之感。

韩松落是男性作

家，但他笔下的故事

主 角 ，却 基 本 是 女

性。他在后记里讲

到，他想去呈现非理

性的，被人们认为是

“巫性、不确定的、不合作的、无益的，

社会化程度低，对秩序有损害”的女

性世界。我承认一个女人一生，总有

些时分是摇晃的，是需要破口大骂，

或是歇斯底里，如果没有那些瞬间，

经年累月在身体里长出的毒瘤就会

溃烂难忍，会变成身体里的疾病，从

别的地方凸出来。

韩松落在小说中借故事谈论生

死、疾病、歪斜的人生，大片的无奈，

无处倾诉只有大口吞咽的痛苦，聚集

成了扭曲的，不懂得表达的爱，是人

与人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亲手折断

的桥，无法近前取暖，无法感知温柔。

《春山夜行》这部短篇小说集，读

着读着，总会浮生泪意，后背不时也

有寒意漫上来，但也会有瞬间的诗意

与温暖，将人扶住，虽是“乍暖还寒”，

也还是春天啊。就是这些文字中聚

起来的微光，让人想要举起这小小的

火把，继续走下去，携带着人生的湿

雾、扑朔迷离、长长短短的叹息……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源自广西的“科目三”，与此前的

云南打跳、贵州“村BA”，都属于发源

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体活动，正通过

网络席卷中国乃至海外舞台。这是好

事儿，是最广大人民对“城会玩”的超

越——让“村会玩”“卷”起了外国舞蹈

团。

“城会玩”是前几年流行的“你们

城里人真会玩”的简称，意为“大城市、

套路深，我们村里人不会玩”。这是对

于一些不能理解的城中事物，有点自

嘲，有点自我安慰式的网络调侃。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民族的文

化自有其特质，因而各美其美是华夏

大地的文化特征。

网络娱乐属于大众
人手一部的手机，是网络娱乐的

最佳载体，因而娱乐搭载手机，成为大

众娱乐的最大“渠道”。自手机端“输

入”了不少信息和娱乐方式之后，受众

自己也会琢磨如何“输出”——这就是

“高手在民间”的底色。

与云南打跳不同，“科目三”虽然

源自有少数民族的广西，但是作品本

身不具备民族文化的特征，纯属网民

个人自创，搭配曲目也是网络歌曲，是

一个“混搭”作品。因此，当北京舞蹈

学院科班男生裹着蒙古袍跳“科目三”

时，因为其步伐类似内蒙民族舞中骑

马的舞步，于是，专业选手一跳，就让

人感觉——“科目三”难道出自内蒙？

当然不是。这就是“业余”与“专

业”的区别。当艺术生在舞台上跳得

很标准时，我们就会揣测，甚至要求

舞蹈演员在表现精准的前提下，饱含

情绪。而在手机屏幕上看的业余作

品，我们只要求情绪到位——或搞笑

或动人，即可。降低要求，自然传播

更广。

“科目三”的传播，有两大波次。

第一轮是“村中人”；第二轮是“海底

捞”——城中打工人，如餐饮服务员。

据海底捞官网透露，2023年他们在全

国门店有1300多家，服务人次超过3

亿，注册会员超过1亿。

因此，海底捞也成为第二轮传播

的助推“主渠道”——因为美食是中国

人的基因，因此，“科目三”在海底捞的

火锅网店里实现了破圈。当然，海底

捞想在生日快乐歌之后搞点创新，也

无可厚非。全国人民的手机打开后，

“科目三”弹出，自此，这一网络娱乐短

视频成为“现象级”作品。

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往往使得他

们“曲高和寡”。因而，在舞台上的艺

术家，尤其是负责筹资的制作人、院

团经理，主张要与社会大众话题相

融。加之，艺术发展，本身也注重“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因而艺术家历来

乐于跨界尝试。于是，一是出于亲

民，乃至“博好感”；二是出于艺术发

展也需要跨界；三是艺术可以以黑色

幽默的方式呈现……故而，杨丽萍乃

至俄罗斯芭蕾舞团在辽宁谢幕时也

有“科目三”——不过，艺术家也都把

它放在谢幕部分，从不会去影响正

剧。

就此，“村会玩”超越了“城会玩”，

最终达成了“和外国人一起玩”。

“科目三”大概率是一阵风
科目三，本质上是一个网民——

在舞蹈肢体和音乐创作上都未经过专

业培训的人，“拼凑”出的一个“博君一

乐”的“作品”。其传播过程本质上是

符合了大部分娱乐经费匮乏、娱乐资

源或缺、娱乐时间碎片化的人。

网络短视频对手机的“霸屏”，已

经远超其他任何一项文艺形式。

首先，短视频在客观上对影院、电

视的长视频的“覆盖力”已经显现。

其次，最热门的线下娱乐——演唱

会，平均票价超过常人的日常文化消费

能力。加之，舞台演出的成本，大都只能

在北上广才能赚回票房。并且，作家书

籍的签售活动不会去二线以下城市……

而唱歌跳舞，是人有了情绪之后，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本能。因此，符

合短视频体量的唱唱跳跳，且又无需

“门票”又能提供或搞笑或模仿的“情

绪价值”的，且能让发视频者有所收益

的大约就是“科目三”了。

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更关心网络

娱乐中的“剧情扮演类”。这一类作品

比“唱歌跳舞类”层次丰富。谁，为什

么要扮演谁，扮演到什么程度，受到多

少观众共鸣等，都可以细分出思想变

化和主旨层次。其中任一层次的演

变、递进、发酵……

因此，“科目三”就像是一个简短

的“网络十大流行语”，就是一阵搞笑

娱乐风吹过，而已。如今，你还记得

2021年“网络十大流行语”里的“野性

消费”是啥意思吗？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

市人民滑稽剧团）的大型原创滑稽戏

《蒸蒸日上》近日在天蟾逸夫舞台火

热上演。这是一出叫好又叫座的优秀

滑稽戏，场外的人头攒动、一票难求

和场内的掌声、笑声爆棚，名副其实的

《蒸蒸日上》，掀起了当代滑稽戏的一

次高潮。

这出戏以上海老字号“南翔小笼”

的百年传承发展史为纵线，兄弟两户

人家三代人的命运纠葛为横切面，以

小见大、接地气地讲述了维护民族品

牌和坚守工匠精神的不易。《蒸蒸日

上》努力把握时代脉搏，探索滑稽戏与

当代社会价值结合的新路，给上海独

具特色的滑稽戏艺术带来的新表达与

新思想。

《蒸蒸日上》的主创队伍群英荟

萃，强强联合。领衔主演潘前卫担当

重任，分饰包家长子、长孙和重孙三

代，第三代包小龙还要从中年演到老

年，音容形体各有其貌，殊为不易，也

是在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突破和提

升；全剧有陈靓、薛文彬、龚仁龙、舒

悦、张国庆等五十多名优秀演员同台，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电视屏幕重新回到

舞台，甘当绿叶，让大家看到了一群坚

守艺术理想、深爱剧种艺术的滑稽戏

名家的不凡功力和抱团合作。著名滑

稽演员曹雄、许伟忠饰演蹲守在古漪

园门的口两座石狮子，他们既是百年

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剧情进展的叙述

者，起到了串联全剧的“说书人”的作

用。强大的演员阵容，让观众过足了

戏瘾。导演舒悦是沪剧、说唱和滑稽

戏的行家里手，他调动说噱演唱等各

种艺术手段，丰富和强化了全剧的视

听呈现，传递了对艺术的尊重和用心，

激活了滑稽戏这一池春水。

滑稽戏本身是国家级非遗，制作

南翔小笼的技艺也是一项中华老字号

的非遗。《蒸蒸日上》以非遗聚焦非遗，

独树一帜，非常有味。该剧通过轻松

诙谐的方式和生动曲折的叙事，以一

群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了非遗的

传承和民族品牌的发展，弘扬心无旁

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以人为

本”的良心诚信；体现在党的领导下，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但对传统文化保

护继承发扬的力度越来越大。

著名戏剧家熊佛西曾说过：“滑稽

剧，据我所知，胎生于通俗话剧。这个

剧种的特色是以‘滑稽’‘讽刺’为其主

要内容与表演手段。它继承了文明戏

‘通俗’的特点，也吸取了京剧和地方

戏的部分特色（例如‘加唱’）。它有极

浓厚的地方色彩。”一出好的滑稽戏离

不开方言，离不开“九腔十八调”。南

腔固然动听，北调也讨人喜欢。

《蒸蒸日上》有浓厚的生活烟火

气，带入感特别强。第一场，日昇楼开

张，各色人等登场，各位食客用不同方

言介绍南翔小笼的价廉物美，一下子

把观众带入戏中。四个伙计小浦东、

小安徽、小山东、小苏州端着馒头笼屉

上场，用不同的方言祝福大家：“一帆

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最后，四人

同说：“十全十美。”这一段四种方言的

说白，既热热闹闹，又有上海这座移民

城市的特色。

滑稽戏的原始形态接近于曲艺。

《蒸蒸日上》体现了滑稽戏和戏曲的有

机结合。一部好的滑稽戏离不开唱。

没有各种有特色的唱腔，滑稽戏就变

成了方言话剧。开场不久，一曲小调

《好吃哩格来》，生动地描绘了南翔小

笼的特色：“好吃哩格来，皮子薄得来

一眼眼。好吃哩格来，馅子多得来交

交关。好吃哩格来，阿呜一口咬下去，

里向的汤水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统统

会得飙出来。”此外，剧中有淮剧的“大

悲调”，越剧的袁派、徐派唱腔，沪剧小

调和绕口令，还间以流行歌曲，滑稽戏

可容性之大，弹性之大，为别的剧种所

不能。它兼收并蓄了合理的与不合理

的、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对的和错的各

种因素，以特有的唱腔和方言穿插其

中，于是产生了强烈的笑料，收到了让

观众大笑270多次的剧场效果。

合理的滑稽可以笑得使人落泪，

看似不合理的冲突也能令人捧腹不

止。真实与荒诞融为一体，赞美与鞭

挞兼而有之。滑稽戏可分肯定性滑稽

和否定性滑稽。肯定性滑稽人物比否

定性滑稽人物更难演。国家一级演

员、上海著名笑星潘前卫，此次在戏中

一人饰演多角，都是肯定性滑稽人

物。他成功地表现了这三个人物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形貌和言行。这些形象

表面上虽有差异，但都是正面的、诚实

的、善良的、执着的；但又有点守旧、一

根筋、不转弯。他唱的一曲淮剧大悲

调和几段娴熟的绕口令，丰富了这个

人物，也获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善

意的笑声，背后是对他的“点心、良心、

诚信”的赞美。

黑格尔说过：“到了喜剧的发展成

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

门科学研究的终点。”可见，喜剧是一

种值得研究的戏剧美学现象。滑稽戏

《蒸蒸日上》的成功，展示了滑稽戏一

次新的赋能转型。主创团队用心用

功，为滑稽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

滑稽戏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

板。这出戏经打磨，一定可以成为滑

稽戏的精品力作。

以非遗聚焦非遗，
上海滑稽戏的一次新尝试

◆ 戴 平

科目三：从“城会玩”到“村会玩”
乃至外国人一起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