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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化，是由其底色———江南文

化、其特色———海派文化，以及其亮
色———红色文化组成。这三个色调也正

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对应了 1840年之前的
上海、1840年之后的上海，以及 1921年

之后的上海。诞生于江南文化土壤的昆
剧，在海派文化的土壤里获得新生，又在

红色文化的助推下得到了传承发展。昆

剧发展的过程本身，也见证了上海的现
代文明进程。

在日前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
“纪念昆剧传字辈从艺百年”学术研讨会

上，有专家建议，要提升上海城市软实
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昆剧

不失为一个抓手。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
氛围里，传统昆剧更易得到传承与创新。

昆剧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是当下
大部分戏曲的“祖师爷”。作为拥有 600多

年历史的最古老的戏剧艺术之一，也最能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作为在江南地区

诞生、发展并向外辐射的戏剧艺术，昆剧无
疑也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象征。

在昆曲起弊振衰的过程中，海派文化无疑
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上海更可以说是近代

以来昆剧重获新生之地。

昆曲起源于元代末年，昆山地区流
行的“昆山腔”。明代中后期，经魏良辅等

改革后，形成了南北曲融为一体的“水磨
调”，并首次用于演唱梁辰鱼的传奇剧本

《浣纱记》。此后，昆曲传奇风靡大江南

北，独霸晚明前清剧坛两百余年，还被清
代宫廷奉为“雅部”———其他地方戏曲则

为“花部”。乾隆年间，随着地方戏曲的崛
起，昆曲传奇的影响力慢慢式微。到了民

国初年，最后一个昆班全福班也宣告解
散。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的有识之

士发起了拯救昆曲危亡的上海昆剧保存
社，随即又于 1921年在苏州成立了昆剧

传习所，先后招收学员 50余人，援请全福
班老艺人传授昆剧表演。这些学员入科

之后，统一改名，名字中均有一个“传”
字，后人遂称之为“昆剧传字辈”。传字辈

出科后，曾以“新乐府”“仙霓社”等为名
在上海等地演出，直到 1938年在日本侵

华的炮火中，戏箱被毁，人员星散。此后，
“传”字辈昆曲艺人流离失所、各谋生路，

到 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们终于迎来了
新生。可以说，没有昆剧传习所，没有

“传”字辈，就没有昆剧的今天。

有学者认为，昆剧传习所也只有在海

派文化的土壤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海派
文化的特点正如上海城市精神里的“海纳

百川、追求卓越”。几十年前的上海，既能
支持现代民族工业，也能容纳传统文化艺

术；如今的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实现重大
目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

本建成，同时建设打通上海购物、上海服

务、上海制造和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当年，上海实业家、“棉纱大王”穆藕

初就是昆剧传习所的创办人之一。在传习
所遇到困难时，他以自己个人的积蓄予以

资助，为传习所的运营提供了经济保障。
在传习所的办学过程中，苏州提供了办学

场地，上海则不仅为传习所提供了主要的
资金来源，而且为传字辈艺人提供了演出

的舞台。在大世界里赢得瞩目，使得昆剧
在规模上得到了发展壮大。

红色文化对昆曲的新生，也发挥了重
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昆剧才得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心，获得了真正的保护和传
承。正是有了党和政府的及时关心，使得

传字辈艺人能够衣食无忧、发挥所长。他
们有的在上海培养了昆大班、昆小班演

员，也就是今天上昆的国宝级艺术家；有
的在江苏培养了张

继青等“继”字辈演
员；有的在浙江，创

作了《十五贯》，引起
了全国范围对昆剧

的关注与重视。人民
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称“一出戏救活了一

个剧种”。此后，经过
几代人坚持不懈的

保护、传承，才有了
2000年初昆曲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为“人类口头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第一
名，也才使昆曲成为

今天许多青年人文
化生活的重要选项。

近日上海昆剧团创
排的现代昆剧《自有

后来人》也获得了观
众的普遍好评。

著名昆曲学者
李晓认为，“中国昆

曲”是“古典戏剧文
学的最高品位”“古

典音乐文化的最后
遗存”“古典戏剧表

演的完美体系”。毫无疑问，昆剧是生于江
南、长于江南，深受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

滋养的文化名片。在今天助力上海城市软
实力建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

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打好昆剧这张牌，

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型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事实上，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昆剧具有先天的优势。全

国八大昆剧院团中，有六个在长三角地
区。其中上海昆剧团是全国公认的一流

的昆剧团，拥有众多的国宝级艺术家以
及新生代表演艺术家。而全国仅有的三

所戏剧类专业院校之一上海戏剧学院，
在昆曲研究方面积累深厚，不仅拥有叶

长海教授这样蜚声海内外的昆曲研究大
家，而且培养了不少术业有专攻的青年

研究人员与创作人员，拥有最齐全的团
队和最强大的实力。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推进中，如果能
抓住契机，一定能在新时代昆剧的传承与

保护方面做出无愧前人、无愧于伟大遗产
的更大贡献，也一定能提升上海这座城市

的软实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评弹评弹，一怕平，二怕

淡。”舞台帷幕拉开前，一位老听
客对我直抒己见。上海评弹团新

近创排的中篇评弹《战 ·无硝烟》，
再现上海解放初期那场惊心动魄

的“银圆之战”“米棉之战”，紧跟
剧情一波三折地演进，观众的心

绪随之跌宕起伏，是谓不“平”也不
“淡”，有情更有味。

文似看山不喜平，评弹艺术亦是
如此。《战 ·无硝烟》将背景定格为

1949年 5月，身在经济瘫痪、民生凋
敝、盘根错节的特大城市，红色金融家

陈云同志坐镇指挥，以非凡的智慧和

胆识，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平定“黄白
绿”（黄金、银圆和美元）之乱，解锁“两

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之困，打
赢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金融战。从评

弹艺术的特点与优势出发，《战 ·无硝
烟》并未直接叙述金融暗战始末，而是

“赋能”红色题材的地域资源与表达路
径，切入昔时沪上百姓经济生活的内

在肌理，回望变幻莫测的金融风云，着
意刻画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大事件中

的小悲喜，大情怀中的小插曲，另辟蹊
径，见微知著，为宏阔主题寻找到适宜

创新表达的“打开方式”。
摊开故事的“掌心”，围绕虚构的

主人公、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
会金融处负责人刘浦生，在陈云同志

的运筹帷幄之下，从“战上海”到“建上
海”所经历的那段云谲波诡的非常岁

月，平行铺展数条线索：与深藏幕后的
国民党残余势力斗智斗勇的“事业

线”，亲睹底层市民饱受物价飞涨疾苦
的“生活线”，关键时刻应对亲情考验

的“感情线”……桥段设置奇崛而鲜
活，人物刻画立体而饱满，从而解析金

融战背后“玄之又玄的秘密”，淋漓尽

致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超强的

组织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
力，显现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

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的豪情壮举。

评弹艺术的“一桌数椅，琵琶
三弦”，看似简约，却为红色故事

的演绎提供了广阔空间。《战 ·无硝烟》

突破评弹传统程式，匠心独运，情境交
融，呈现颇多推陈出新“破圈”之举，诸

如嫁接并延展“说噱弹唱演”的形式与
技巧，汲取电影、音乐、戏剧、曲艺等姊

妹艺术的有益养分，实现“一人多角”
与“一角多人”的自如转变，达成角色

“跳进跳出”与时空“切换更迭”，等等，

增强了舞台的视听感染力，见人、见
物、见精神，让观众尽情品味红色之

魂、文学之魅、金融之味与曲艺之美，
潜移默化地开启一场生动感人的“四

史”学习教育，引人入胜，感人肺腑。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诚如中篇

评弹《战 ·无硝烟》所悉心描摹的，中
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高度重视

经济和金融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光前
裕后的红色金融斗争和艰苦卓绝的

探索实践，为 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
为新中国的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当下，很多国际观察家都把
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解开中国经济

奇迹之谜的“金钥匙”。要寻访中国经
济、金融领域的沧桑巨变，就有必要

穿透时间的重重迷障，于历史与现实
的交替中探究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

历史与发展传奇，不断迸发“曾缚苍
龙开伟业，又乘骏马续长征”的奋进

力量。
高扬伟大建党精神，讲好党的初

心故事，包括评弹在内的海派戏曲还
有更大的叙事空间与挥洒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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