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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稽戏曾是苏浙沪等地观众最熟悉和喜爱的戏曲艺术

之一。“姚周”“双字辈”王汝刚等几代演员每次去各地演出，

均受热捧。上海观众也喜欢看其他地方的滑稽戏，苏州滑稽

剧团的《小小得月楼》就是沪上戏迷百看不厌的经典剧目。

后来，上影厂将它翻拍成电影，并邀请苏州滑稽剧团的演员

参与演出，留下沪苏两地文化融合的佳话。

如今，乘着长三角文化共融共建的春风，上滑的《哎哟

爸爸》扬帆驶入张家港，将与海派话剧《金家花园》赴 11座

城市巡演、温州瓯剧大戏《兰小草》来上海首演一起，再掀长

三角戏曲交流的高潮。 而且，《哎哟爸爸》此番出沪，并不限
于演出的形式，而是输出知识产权。 更值得一提的是，输入

版权的是当地文化馆的话剧团， 一支根植于群众文化的?
轻团队。

之所以花大力气移植这部作品， 张家港市文化馆就是

看中《哎哟爸爸》用轻喜剧的方式反映社会普遍存在的养老
问题，这样的戏留得住，传得广，也适合剧团突破以往的惠

民演出方式，在商演舞台寻求突破。《哎哟爸爸》卖出 5?剧

本改编权，本月底就将上演，届时，这部戏会以话剧的形式，

用普通话表演。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愿景下，基层

文化单位有这样的探索，非常值得鼓励。

文化通过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 长三角区域文化共
同体意识的普及和建构，也离不开家园认同、情感归属和自

我实现。 因此，反映社会普遍情感、强化主流价值观的文艺
作品，更能引起观众共鸣，引发情感共振，进而达成文化认

同。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金家花园》到《哎哟爸爸》，长三角
的人文交流正在加速。

加速 ■ 金 雷

夏训练得有多狠
台上演得就有多灵

“上海和张家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长三角一体化最受益
的就是我们中小城市。”在滑稽戏《哎哟爸爸》版权输出云签约仪
式上，张家港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李忠影感慨道。

从去年底上海滑稽剧团带着这部戏为张家港小剧场艺术季
揭幕，张家港市文化馆就萌生了移植这部佳作的念头。买下 5年
剧本改编权后，文化馆的话剧团马上开始排练，本月底，话剧版
《哎哟爸爸》就将以全新面貌在张家港星海剧场上演。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上海滑稽剧团出了一大批现实题

材优秀作品，与江苏、浙江之间文化合作交流颇多，很多优
秀的滑稽作品与邻省院团进行了输出交流。上海滑稽剧团

团长凌梅芳表示，讲述甲肝暴发的滑稽戏《GPT不正常》，被
全国各地的不少剧种都拿去演过，“那时候上滑很多作品都

是无偿提供的，只要有需要，我们都欢迎大家拿去演”。转眼
当下，文艺院团普遍增强了版权意识，《哎哟爸爸》成了长三

角一体化纲要发布后，上滑首次原创作品输出，这对于他们

来说也是走出了重要一步。
凌梅芳表示，希望这次双方的深度合作，不仅仅是对

《哎哟爸爸》的复制再造，更是对艺术品牌的再升华。云上签
约不是品牌版权输出的句

号，其实是上滑文化版权输

出的全新起?，滑稽新 IP的
打造之路正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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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赵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戏曲界的优良传统，如今通过集训的方式为
青年演员所传承。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

训展演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接下来的三晚，
还将陆续上演京剧昆剧专场、沪剧评弹专场和越

剧淮剧专场。上海青年戏曲人唱念做打全面展
示，彰显出这个火热盛夏的淬炼和积淀。

昨晚首场演出，六家院团新秀荟萃，轮番亮

相。一段《梨园晨曦》，显示出古老戏曲的青春朝
气；越剧《追鱼·拔鳞》、昆曲《拜月亭·踏伞》和《神

话中国·精卫填海》，综合展示出传统艺术在当代
的风姿；评弹《浦江颂》、沪剧《卜算子·咏梅》的优

美旋律，让观众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摇曳多姿。

集训期间，不少院团推出“翻箱底”计划，整

理复排剧种经典剧目，通过老艺术家的口传心授，
将接力棒传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沪剧《新李三

娘》、京剧《红娘》、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选段一
一登场。沪剧名家陈瑜感慨，老一辈沪剧人传下来

一大批现代戏，自己年轻时演过阿庆嫂、李铁梅等
经典角色，等到塑造现代戏《明月照母心》里的金

晓晖时，自然就得心应手，“我是演现代戏的受益

者，老前辈的经典之作理应代代相传。”
每年夏训，练功房里都不乏老艺术家和专家

们的身影，首场演出特别邀请了尚长荣、蔡正仁、
陈瑜、孟莉英、何长秀、赵开生等老艺术家代表上

台，向他们致敬。看到如今的年轻一辈有精心设

计的集训课程，淮剧名家何长秀

羡慕不已：“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么
好的条件，每天白天一场演出晚上一

场演出，青年演员星期天 9?还要加
演早场，没有练功的时间，都是在舞台上

边看边学边演来着。”

著名京剧武生名家奚中路和著名昆
剧表演艺术家谷好好带领青年演员最后献上

的京昆合演《群英荟萃》，展示了此次夏训打
破行当壁垒、开展互学合演的局面。青年演员

坦言，这次在舞台上真刀实枪地竞技，有压力，但
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看到别人长处，发现自

己的短处，比排演一场大戏更为珍贵。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马上评

    滑稽戏《哎哟爸爸》上周在中国大戏院

连演五场。前四场，观众在笑声中看完，演到
第五场，场务告诉主演钱程，有观众看完，在

座位上泣不成声。这部聚焦养老问题的作品
笑中带泪，不光观众深受触动，就连钱程也

在舞台上几度哽咽。
《哎哟爸爸》在戏中探讨着养老到底应

该靠自己或儿女，还是政府和社区；探讨着

到底是用感情陪伴好还是出钱就足够。钱程
说：“养老没有对错，合适就是最好的，戏剧

大师布莱希特的理念就是让观众在剧场里
思考，我们这部剧做到了。”

一部作品能不能留得住、传得广，市场
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上海滑稽剧团创排的

滑稽戏《哎哟爸爸》推出一年多以来，在沪苏
多地演出了约 30场。

张家港市文化馆馆长李立群表示，这次
买版权，看中的就是《哎哟爸爸》已经比较成

熟，想尝试用自己的人才力量排一部话剧，

“我们此前的演出都以群文惠民演出为主，
借着《哎哟爸爸》的影响力，我们想尝试一下

商演模式。”
张家港市文化馆里有一支以 85后为主

力的专业戏剧团队，擅长轻喜剧风格，与《哎
哟爸爸》的定位不谋而合。不过，由于话剧演

员来自全国各地，不是都会说吴方言的。所

以从一开始，大家的目标就很明确，要把它
改编成普通话话剧。有了上海滑稽剧团的珠

玉在前，更加有底气尝试大制作的话剧作
品。大家一拿到剧本就进了排练厅，不到一

个月，已经排演得有模有样了。李立群希望，
这部蕴含着海派特色的作品，能给张家港的
城市夜经济增添一抹

文化亮色。

合作交流 全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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