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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全楼都想装电梯，只有一楼

不同意，这是很多老公房住户面
临的民生问题。海派都市滑稽戏

《悬空八只脚》正是以此为题材
创作的，日前，该剧入选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创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将于 7? 6

日至 8 日在新落成的宛平剧院

上演。据主创团队上艺戏剧社社
长袁东透露，《悬空八只脚》近日

还制作了一个社区版，将这一接
地气的滑稽戏演进千家万户。

“大闸蟹乘飞机———悬空八
只脚”，一句上海方言的歇后语

是如何演变成一部滑稽戏的？从
《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

《满意勿满意》开始，上海滑稽戏
就以擅长演绎老百姓生活而受

到观众欢迎。在笑声中揭露现实
问题，讴歌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是每一部滑稽戏的追求。
《悬空八只脚》以上海市民

生活中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这一
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热点民生

问题为题材，通过一幢建造于上
世纪 80 年代的 6 层住宅 10 多

户居民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展
现了寻常人家的纠结、冲突、烦

恼及欢喜。它有对传统邻里关系

中“与邻为善”的追忆，有对普通

百姓美好情怀的颂扬，更有对市
场经济带来时代变迁后如何构

建新型邻里关系的思考。
这部戏集中了上海原三大

专业滑稽剧团———上海滑稽剧
团、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和上海

青年滑稽剧团的优秀演员，如
上海十大笑星之一的龚仁龙，

在《老娘舅》中扮演“王阿姨”的
王文丽，著名笑星许海俐，在

《老娘舅》中扮演“康大海”的国

家一级演员周益伦，在《老娘舅》
中扮演“美娟”的著名笑星骆文

莲，拥有众多粉丝的“小滑稽”薛
文彬，著名话剧、影视演员余娅

等众多明星。
这部戏的创作班底来自做

话剧出身的上艺戏剧社，去年
底，该剧受邀作为上海优秀民营

剧团获奖作品赴长三角展演，在
笑声中引发观众共鸣。

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
为，滑稽戏一定要吸引年轻人，

才能发展，才有未来，这是最要
紧的，“《悬空八只脚》是新市民

喜剧、老百姓情怀，做到了‘将滑
稽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赵玥

    “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悬索之上，一

面是人情，一面法律，我究竟应该怎么办？那么
未来在这片黑暗的天空当中我看到了一丝白

线，那个就是我的希望。”每当舞台上的“雷经
天”念到这段独白，将情与法之间艰难的抉择

袒露在观众面前，台下便会响起掌声一片，这

是原创话剧《雷经天》5?下旬在美琪大戏院
首演时的场景。昨天，《雷经天》剧组集体亮相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深度解读创作幕后的
故事。

找到初心
话剧《雷经天》以雷经天审断“黄克功案”

的经历为主要情节线索，通过华政“中国法制

史”课堂中现代的眼光回溯、剖析这段历史。饰
演黄克功的，是刚刚在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

中出演李大钊的张桐。他将这两段表演经历，
都看成一趟寻找初心的旅程。“《觉醒年代》中，

李大钊先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是什么。在我们这部剧，雷经天院长也
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群共产党人、司法

先驱的初心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初
心又是什么。”

最终，他终于领悟了一直追寻的初心：“中
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初心，就是人民。要‘把屁

股在老百姓这一面，坐得端端的’，要有一个公
平的法，让人民幸福、公正地活在一个永远没

有压迫和强权的世界里。”

追随脚步
《雷经天》的首演阵容，除了包括贺彬、张

桐这样的专业演员，还有许多华东政法大学法

律专业的学生。学生演员们登台演出的经验几

乎为零，他们在导演以及同组演员的帮助下，

一边学习一边排演。即便困难重重，导演汪起
正仍坚持选择这些法律系的学生，将女主角的

担子交给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波
塔·哈比提。汪起正解释说：“《雷经天》这部剧，

肩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法治精神的传承，一
定要有传承者本体的参与，才可以真正将雷经

天的精神植入年轻一代司法者心中。”

能够出演这部剧，波塔觉得自己是个“幸
运儿”，在舞台上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她对老

院长在情与法之间做出抉择，需要多么强大的
信念和勇气，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为了还原

女主角刘茜的形象，更好地为同学以及观众呈
现这段历史故事，波塔忍住心中的不舍，剪掉

留了许久的长发。“无论以后我是否从事法律

相关的工作，雷经天院长的精神，都会陪伴我
走过余生。”

据悉，话剧《雷经天》将于今秋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上再度回归舞台。本报记者 吴旭颖

    昨天在久事美术馆开幕的“从石库门

到宝塔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上海延安两地主题作品展”上，开启了一

场红色基因与延安精神的艺术对话。上海
和延安的艺术家通过两地革命历史纪念地

的风景画创作，来反映中国共产党一百年
来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伟大历程。展览用

两地具有标志性的“石库门”和“宝塔山”串

起了党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去年 9?和 12?，久事美术馆携手上海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和延安市文联分别组
织了上海和延安两地艺术家互访两地的红色

场馆和革命旧址，进行采风写生，由此创作了
百余幅生动描绘“旧址新貌”的佳作。

艺术图像上党课
此次展览是在此次展览作品中既有描

绘革命历史纪念地的，如陈燮君、洪健、任

敏等作者都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从不同个角
度或细节或宏观地绘出了《中共一大会

址》，定格了至今光芒四射的红色地标，从
一笔一画中可以体味到艺术家的激情和思

索。赵抗卫的《〈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先
生故居》、陈伟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

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李光安的
《中共二大会址》、乔正东的《西北局旧址》

等也都是对红色地标充满敬意的写实主义

描绘；作品中还有描绘革命圣地风景的，如
马建飞的《杨家岭》、胥厚峥的《清凉山》、贺

成安的《宝塔山》等。杨正新笔下的《枣园灯
火》以艺术家惯用的大写意手法，气势磅

礴，酣畅淋漓，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艺术家笔下的红色风景对于一些年轻

的观众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在外滩写字楼
上班的张小姐在作品前频频拍照，她说：

“参观展览就是带领我从艺术图像上上了
一次党课。”

全方位视听体验
此次展览不仅呈现多种绘画媒介，并

且探索全新的展陈形式，将更鲜活、更生动

的多元化展览呈现给观众。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上海总站作为本次展览的特别合作单

位，将在展厅中呈现特别单元。此特别单元

分为三个版块，拉开一百年的跨度，以《美
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中的经典美术作品

为主，配合历史素材、现代 3D效果，以及融
媒体画屏，将艺术与科技结合，生动展现出

每一幅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
展览期间，久事美术馆还将策划系列

红色主题活动，观众除了参观丰富展览内

容之外，每周末能够参加不同类型的活动，
包括党史讲座、艺术分享会、红色题材文艺

演出、艺术讲座、艺术工坊等。久事美术馆
和上海交响乐团还将联合推出“艺术-音

乐”党课活动，将艺术展览与音乐演出相结
合。“我们希望这场红色主题的美术展，能

让优秀的美术佳作震撼心灵，让市民大众
感受到蕴含于艺术之中的信仰之美。”久事

美术馆馆长樊建林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从石库门到宝塔山的艺术对话
上海延安两地主题作品展在久事美术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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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登台传承法治精神
话剧《雷经天》剧组走进华政校园

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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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经天》剧照

■ 《悬空八只脚》剧照 祖忠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