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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演员 初心不改
《日出东方》是上影演员剧团成立以来创作

的第一部原创话剧，自 2016年就开始组织策划，

老中青三代上影演员集体出演，用三段意味深
长、视角独特的舞台故事，讲述伟人毛泽东与中

国革命从星星之火的一大会议到登上天安门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过程。从

2019年 7月首演于上海大剧院，到这个初冬的

第三次复排，演员阵容有保留也有调整，赵祖康
的扮演者从达式常换作了何政军，这一次又换成

了马冠英，杨开慧的扮演者也换成了青年演员谢
润，但创作的初心始终未变。

“毛泽东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
系，他一生中曾 50多次到上海。1919年 3月 14

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

湖南青年送行。这是他与上海结缘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望志路树德里点燃

了星星之火；1924年，上海慕尔鸣路甲秀里，毛
泽东与杨开慧在这里度过一生中最后一段温

馨时光……”在佟瑞欣看来，一栋栋错落在城市
中典型的上海建筑里，留下了毛泽东在这座城市

的红色印迹，如今这些建筑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革

命记忆和精神财富，“上海有很多红色建筑，这些
建筑里有很多感人故事，用怎样的视角去呈现这

些历史，始终是这部话剧重点考虑的地方。”

新点子 更好呈现
为了更好地适应苏州湾大剧院

1600座的歌剧厅，这一次复排的

舞台和走位也有了不少调整。

导演张晓林告诉记者，本来计划让牛犇拿着老式

放映机进场，拧开电源，哗啦哗啦胶片转动的声
音响起来，“一束光打到老电影 4： 3画幅比例的

幕布上，人物就在这样的舞台上动起来；到后面，
舞台变为 16： 9的电影画幅；再又变成现代的宽

银幕；直到最后，一幕全画幅打开。落幕，‘老爷
子’再走上台去，关上放映机，离开。”原来，从第

一次彩排起，《日出东方》艺术总监、导演郑大圣

就出了一个好点子，从 4： 3的老电影比例一直
变成全画幅，将电影画面和话剧舞台背景相结
合，寓意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壮大。

不过在此前的演出中，有些观

众没能理解这样的艺术手

法。所以，团长佟瑞欣冒

出了请牛犇来饰演电

影放映员串场的点

子，不过这个想法

可能最终无法实
施。“今年，牛

犇接连拍了 9

部戏，老爷子
年事已高，不

一定能跟我们
一起去苏州。”

佟瑞欣略有几
分遗憾，不过

他又说，“其实

我们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每个人都为演出

效果出点子，出力气，这是我们敢把这部作品带
出上海的底气。”

不过，有不少新点子，四天后就将在苏州湾
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一实现。比如，为了献礼建党

百年，复排把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物进一步“雕塑”
了出来；比如，第二幕在毛主席和蔡和森就新中

国的未来积极规划热火朝天之中，特别加入了毛

主席和杨开慧之间的感情戏，两者结合只为将领
袖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比如，这次的演出加
入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导演刘磊告诉记者：

“这些孩子来自上海各个专业院校，

他们也会因此更加了解中国

革命历史。”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自 11 月初开票以来，2020 中

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不少剧目一票难

求。目前，昆剧《草桥惊梦》《315·回
首紫禁城》与黄梅戏《浮生六记》均

已售罄，《315·回首紫禁城》紧急加
座。小剧场戏曲展演行至第六年，正
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青睐。

今年展演从 3月中旬面向全国

征集小剧场剧目，共收到申报剧目
68部，其中展演剧目 59部、委约剧

目 9 部，涉及京剧、昆剧、沪剧、越

剧、评弹、黄梅戏、梨园戏、绍剧、豫

剧、粤剧、川剧等 25个剧种，剧目申
报数量为历年来最高，较去年增长

了 83.78%。
经过申报资格认定和专家评委

的两轮甄选，评剧《染》、婺剧《无
名》、高甲戏《范进中举》、越剧《一个

陌生女人的来信》、绍剧《庄公的烦

恼》、川剧《桂英与王魁》、黄梅戏《香
如故》《浮生六记》、昆剧《草桥惊梦》

等 12部剧目进入展演名单，剧种丰
富，题材多元。

本届展演除了 12月 9日至 15

日在上海长江剧场举行展演，还有

京剧《赤与敖》、昆剧《椅子》、越剧古

戏楼版《红楼梦》、淮剧《画的画》四
台剧目以祝贺演出的名义，分别在

本市的剧场、社区、演艺空间演出。
上海京剧传习馆还举办了 2015

年-2019年“戏曲·呼吸”小剧场戏
曲回顾图片展，持续到 12月底。

今年，在展演开始前，主办方为

每一部展演剧目精心策划了直播导
赏。来自全国各地的剧种舞美道具

都有哪些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小
剧场戏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黄梅

戏名家黄新德、昆剧名家柯军、川剧
名家陈巧茹、导演倪广金又会如何

为各自的剧目打 call？跟着台前幕
后的线上探班，未能到现场的观众

也可以先睹为快，进一步了解戏曲

的魅力。 本报记者 赵玥

戏曲小剧场 人气大爆棚

舞台上鸦雀无声，隐隐约约响起牛铃的声音，当啷、
当啷。道具不多、灯光不亮，延安窑洞里，年轻的小警卫
员问：“主席,您休息好了?”毛泽东答：“嗯,刚才这牛的铃
铛声，让我想起了上海海关钟楼的钟声啊。”警卫员又
问：“主席,您去过上海?”毛泽东道：“去过呀。民国八年
到民国十三年,我去过 11 次！上海这个城市不简单，中
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就是在那里点燃的！”

昨天下午，在永福路 52号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演

员剧团原创史诗话剧《日出东方》第
三次复排开始了第一次的带妆联排。
台上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台下坐着导演张晓
林、“观众”达式常。剧团团长、剧中毛泽东的扮演
者佟瑞欣告诉记者，12月 12日《日出东方》将作为开幕
大戏在苏州湾大剧院上演，“为这个红色故事首次走出
上海、走向长三角，我们‘闷’在永福路排了一个月，一点
一点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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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演员剧团原创话剧
《日出东方》走向长三角

上上上海海海 这这这座座座城城城市市市不不不简简简单单单

手记记 者

    永福路 52 号的艺术影

厅，舞台不算大，观众席位子

也不算多，但昨天这里“高朋满

座”。 比如， 藏在观众席第五六

排，有一个戴着白色帽子的“业余”

观众。仔细一瞧，这位两鬓斑白的观

众正是上影演员剧团的老演员达式

常。 他始终在认真看戏，偶尔跟青年演

员耳语几句，也会在场间陪着“杨开慧”

仔细捋第二幕的细节。 在某次排练后，达

式常还给佟瑞欣打了一个电话，“让 ‘岸

英’跟着她走是不是更好？”第二幕结束的时

候，杨开慧原本是一个人转身，逐渐走向舞台

深处，但在达式常的建议下，这次复排中改成

由杨开慧牵着毛岸英一起走， 接着松手离开，

留下一个孩子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央。

“这样一改，观众更揪心了，艺术的感染力，

也就提升了。”佟瑞欣自豪地说，“好作品，就是全

团上下一点点磨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剧团坚持排练

原创话剧的意义。”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