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弄堂里向、弄堂里向。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有几个
不曾住在弄堂里向，有几个

不曾头也不回地走出弄堂
里向，又有几个五味杂陈地

回到弄堂里向？
上海滑稽剧团的新戏

《弄堂里向》9月 26日在美

琪大戏院首演。仅这个剧名，
就可以让无数中老年上海人

为之心动、为之情牵了。
《弄堂里向》戏剧结构

普通。剧情时间跨度大，从
1982 年至今近四十年；地

点广度小，是一条叫作“永
乐里”的老弄堂，几幢石库

门，几户平民家，嬉笑怒骂
相闻，柴米油盐相关。伴着

时间的推移，弄堂居民的生
活发生改变，从“四喇叭”

“喇叭裤”“万宝路”，到“可
可可乐”“巴拉巴拉”，再到

“认购证”“商品房”……由
慢而快，由松趋紧。剧中的

丁国庆、徐国庆、梁方芳三
个小人物，从二十多岁到花

甲之年的命运及情感纠葛，
映现出近四十年来上海人

的形象、行为乃至精气
神———概言之，老弄堂、小

人物的大时代。
《弄堂里向》的主创，无

论少长男女，均为像我这样
曾住在弄堂里向的上海人。

因此，从剧本的语气到演员
的语气，气息贯通，活灵活

现。滑稽戏的笑料最是要

紧，要紧之处在于气息贯
通，方能活灵活现———随戏

剧矛盾展开，按生活细节展
开，表里紧贴，略无生造之嫌和硬噱之

气。其中的“数红包”一段，巧妙地借用
了姚周《吃酒水》的桥段，只用两分钟便

揭示了改革开放最初，人们手头的拮
据和送礼的尴尬，又在底蕴上显示出

滑稽戏与独脚戏的历史共生关系。又

如“避雨过夜”一场，极尽戏谑地表现上
海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又不露痕迹地反

映了当年城市公用事业的问题。城市建
设的痛点与人物的窘迫笑点融为一体，
经过艺术化处理产生了“含泪的笑”。这

段场景，相信没有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
的人是写不出来、演不像样的。《弄堂里

向》似此桥段较多，观众心为之开的同
时，而又心为之酸、为之甜、为之辣、为

之苦，从而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
变产生更深的感触，对美好的获得产生

更多的珍惜———这就是戏剧的教育作
用所在。

滑稽戏虽然重在娱乐，笑料多多益
善，但若不能从真实感受出发，则不能

令人动情，遂不能令人受教。作为上海

滑稽剧团为庆祝建团 70周年推出的力
作，《弄堂里向》从编导演到舞美灯、服

化道，均注入了极大的心力，旨在继承
“上滑”及前身“蜜蜂”的立团之道，即来

自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弘扬美善
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继承了姚周辈及

“双字辈”自然、多变的“为观

众酿蜜”的艺术风格。钱程、
小翁双杰的表演专注而又松

弛，拿捏人物准确又有较大
弹性，蓄噱、放噱夸张而又流

畅自然。
我还想起三年前同样是

“上滑”推出的一部《皇帝勿急

急太监》。该剧的主创班子几
乎与《弄堂里向》相同，且在创

作理念和演绎风格上保持了
一贯性———一是着重“小人

物”的世俗性，不随意贬低也
不刻意拔高，令人物的善恶随

剧情的发展自隐自显；二是着
重生活的质地感，不完全照搬

也不完全虚构，使艺术的提炼
由演员的表演时起时伏；三是

着重人和事的心理逻辑，不自
我矫揉也不搔人痒处，使闹剧

的笑料跟人物的性格和事件
的发展随生随发，在戏谑喜感

的肌理中渗透着真情实感。与
《弄堂里向》比，《皇帝勿急急太

监》的人物和情节设置都稍嫌
过火，而“什锦戏”又过于“干

净”、演唱过于“正宗”，难以成
为全剧的有机成分。反观《弄

堂里向》，不但在人物和情节上
更自然可信，且在“什锦戏”上

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将沪剧唱
腔与苏浙沪各路民间小调调

和起来，变化多端，首尾呼应，

既发挥了男主演的演唱才华，
又以“杂糅”“变调”同时为“滑

稽”和“戏”服务，从而实现了唱
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

口化的“去原味”任务，产生了
滑稽戏审美中比较少有的“熟

悉陌生感”或“陌生熟悉感”。
众所周知，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思

想情感是滑稽戏的生命之源，只是在不
同的时代，滑稽戏表现小人物的立场和

角度各有不同。我以为，包括滑稽戏在
内的当代戏剧，在如何对待所塑造的人

物方面，采取何种立场和哪种角度是非
常要紧的。也许有一句戏谚，在无意中

道出了当代滑稽戏的方向：“一切政治

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难题，都将
成为属于个人的闹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
在同时，个性的张扬度和选择的多样化

所致的“幸福的烦恼”也越来越多，精神
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层化所致的“无解的

难题”更大大增加，需要包括滑稽戏在
内的戏剧人善加观察、挖掘、提炼和表

现。唯有触碰了上述难题，滑稽戏才能
令观众在对人物发出笑声的同时，对

这些同样曾缠绕、正缠绕自己的这些
难题印象深刻，对身边其他人所处的

这些难题印象深刻，

对滑稽戏的滑稽和意
义同样印象深刻，在

笑声中与剧中人物达
成一种彼此平等、理

解、同情甚至尊敬的状
态，最终心平气和地走

出剧场大门。

    日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杨小青导演的

越剧《山海情深》，由上海越剧院三个团 160人共同
演绎。这是一出富有民族风情的现代越歌剧。苗族服

饰和歌舞的加入，满台芳菲、美不胜收，好看好听。
《山海情深》的剧名富有深意。代表贵州的“山”和

代表上海的“海”之间的地域之情，有父女之情、婆媳之
情、姐妹之情、母子之情，也有那些深藏在大山中的留

守女子、老人、孩子盼望团聚之情。戏中虽没有传统越

剧擅长表现的爱情故事，但“情深”二字，寓意说不尽。
导演杨小青认为，越剧不能再沉溺于才子佳人

的时代，要在保留抒情、唯美与浪漫的同时增强剧种
的力量感。杨小青的想法是可贵的。不写爱情故事的

越歌剧，一样好看动人。开场的前奏，一边是钢琴的
演奏，琴声来自上海；一边是芦笙的吹奏，悠扬出自

苗寨。这两组音乐的互动、对话，象征着上海与贵州
两地的风情和文化的差异；也预示着交流和融合。欢

闹的苗族新米节庆典，斑斓的民族服饰和数十人集
体歌舞的大场面，开启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一部反映当今中国扶贫题材的大型舞台作
品，《山海情深》讲述的是上海对口扶贫贵州山区的

故事。但是，本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之处，
在于探讨扶贫工作和生活的新起点。编剧李莉、章楚

吟说，在赴贵州、云南采风途中，她们不止一次听到
一句话：“组织壮劳力出门打工是最快的脱贫方法。

如今大家都脱贫了，村里却没人了。”村里没人了，引
出了种种社会问题。《山海情深》直面空巢现象，提出

就地取材、“居家打工”、同心协力建设美丽新农村，
这是本剧思想的制高点，也是全剧闪光之处。

二度创作为这台戏加了许多分。出色的袁派表
演艺术家方亚芬在剧中饰演竹编能手应花，是她饰

演的“第四嫂”。前三嫂祥林嫂、玉卿嫂和文嫂，都是
旧社会里的苦命女人，结尾都是含恨离开人世。这

一回，她饰演了苗嫂，是一位能干贤惠的致富带头

人，心灵手巧，刚柔相济，在戏里还要跳大段的苗族
舞蹈，肢体动作的幅度大、力量感和节奏感很强，有

别于她以前演的悲剧女性形象。方亚芬出色地完成

了新的挑战，举止装束，都是一个活脱脱的苗家女

儿、姐妹们的主心骨，具有别样的风采。
声腔曲调是剧种的主要特质，也是戏曲创造人

物的重要元素。虽然融入了不少民歌和现代音乐，导
演杨小青和作曲陈钧毕竟是越剧行家，非常注重运

用观众喜爱的流派唱腔唱段来塑造人物、抒发情感。
应花、蒋大海和龙阿婆的几段唱，都很出彩。方亚芬

纯正的袁派唱腔，委婉细腻、深沉含蓄、质朴无华、韵

味醇厚。许杰饰演上海扶贫干部、副县长蒋大海。许
杰原唱陆派，这次改唱范派，因为范派更善于表演人

物豪迈踏实的性格，蔡燕饰演龙阿婆，她从轿子里走
出唱的那段张派并兼容其他流派的唱腔，刚劲挺拔，

高亢激越。蒋蔚（樊婷婷饰演）唱的是金派，婉转明
丽，自然流畅。一出戏里展示了多种流派，使这出戏仍

然姓“越”。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说：“我们要挑战和改

变大家以往对越剧的一些原有想法，改变越剧舞台
上原来固有的一些手段，我们希望能在新时代既满

足老观众，又吸引新粉丝。”美的创造总是以美的被
接受为目的的，观众的掌声是最有权威的终审裁判

官。在观众席上，有一位女士一边流泪，一边鼓掌。
她就是受到特别邀请的上海援黔干部家属。整剧的

结尾是欢快的。苗女们身穿蒋蔚设计、她们自己编
织的竹编服装来到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走秀，

时尚的样式同具有中国特色的龙凤、古城楼、东方
明珠等造型巧妙地融合在服装之中，成为这部剧有

别于传统越剧靓丽的一笔。
脱贫正在进行时，这出戏也在进行时。《山海情

深》还有不少可以打磨的空间。作为一部男女合演的
现代越剧，男角的唱腔似应加强。如蒋大海内心有伤

痛、歉疚和沉重，在和女儿重逢的一场戏中，建议给他
增加大段唱腔，一抒胸臆，使人物更加血肉丰满。剧中

几处妇女、婆媳矛盾的制造，似有些牵强；蒋蔚对父亲

的误解和批判，分寸也有点过头。但瑕不掩瑜。总的来
说，《山海情深》已具备了优秀的现代越歌剧的美学

品相，相信可以进一步提升。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正在进行中，上

海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以“全球艺场，上海时
间”为主题，举办第二届活动。疫情之下，2020年的艺

术品市场到底受多大影响？由于一个年度词汇“不确
定性”，我们不妨分时间段来分析一下影响有多大。

今年三四月间，全球所有的春季拍卖被一再推
迟举办，疫情面前，艺术需求只能被搁置。

今年 6月底，纽约苏富比首次试水线上艺术品

拍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在中国，早在今年春
节过后，上海嘉禾与艺典中国两家已经持续开始艺

术品网络拍卖了。
7月 11日，由多个春季拍卖会组成的香港拍

卖周达到高潮。当晚，佳士得举办全球首场联合夜
拍“0NE”，通过网络直播，人们像看电影一样观赏

着伦敦、巴黎、纽约和香港四城市的拍场同步厮杀。
8月份，北京才开始启动艺术品夏季拍卖，而

10月份，秋拍就开始了。

今年艺术品春拍、夏拍、秋拍，差不多被压缩在
一个季度里进行，堪称史无前例。可以肯定的是，由

于多个拍卖会和相关活动被取消，今年上半年市场
几乎空白，全年市场下滑已成定局，唯一的变数，就

是全年这最后几个月里，其中“第二届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月”非常令人期待。
一切都在重回正轨，而网络甚至能让我们更便

捷地参与到艺术品投资、消费和围观中来。有三件

拍品，非常值得说一说。

今年 8月中旬，周春芽早期重要作品《春天来
了》拍出 8625万元，创其个人拍卖成交纪录。更值得

给予掌声的，是周春芽《春天来了》与曾梵志代表作
《面具》之间的比较，《面具》于两天后在另一拍场以

1.61亿元成交。周春芽 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在
文化反思中不断寻找艺术落脚点，他几十年来不断

回归中国文化母体的艺术轨迹具有时代意义。而曾

梵志《面具》所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一轮西方
资本爆炒后，普遍进入漫漫下跌途中，如果再找不到

强有力的接盘侠，将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因此，《春
天来了》的 8000万元比《面具》的 1.6亿更值得鼓掌。

第二件，是一套 18本《胡适留学日记》，在 10

月份华艺国际首季拍卖会“亚东遗珍”专场上拍出

了 1.3915亿元，创中国名人手稿拍卖世界纪录。同

场的陈独秀《<?学与人生观>?》十页手稿也以
2147万元落槌，平均每页达到 200多万元。名人手

稿此前的拍卖纪录只有 1000多万元，此番超 10倍
刷新纪录，也刷新了世人对名人手稿的认识。名人

手稿集历史、文化、艺术、名人等多重价值于一身，
优秀的名人手稿价值应该与优秀的艺术品等量齐

观。这次“亚东遗珍”专场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
东西，包括早已湮没的亚东图书馆。

第三件，就是前几天以 5.129亿元打破了中国
古代书画拍卖世界纪录的明吴彬《十面灵璧图卷》。

画家像全息记录一样，画了一块赏石的十个面。由
于奇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于是画就成了孤

品，留存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最奇特的是画卷
的核心人物、奇石的拥有者米万钟。米万钟请来吴

彬为奇石留影，他自己为十面灵璧题诗十首之外，
还不远千里请到董其昌等多位同代文化名人为之

题跋。通过一块奇石，将那个时代的审美生活、文化
人和文化遗产紧密联系起来，成就了一个文化公共

事件。《十面灵璧图卷》饱含着历史文化信息，在中
国传统文化得到尊崇，文化自信得以激发强大的今

天，尤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
性”中，这样的创纪录意义尤为深远。

总体而言，疫情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正在消

弭，文化含量高的拍品尤其受市场青睐，容易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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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越歌剧《山海情深》

谈
滑
稽
戏
︽
弄
堂
里
向
︾

———从三件拍品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