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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接龙、紧急求助、讯息传

递……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总有

一些抗疫故事让我们难忘。当上

海告别了因疫情带来的短暂停顿，

以此为灵感诞生的中国首部微信

剧《请打开你窗前的那盏灯》（暂

名）近日在上海建组，预计6月底完

成制作，7月初在线上试演。

微信剧，这个新概念从何而来？

这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陆军在疫情

期间的新思考。他构想中的微信剧，

不是微信与戏剧的简单相加，不是用

常规的戏剧故事套上微信的外壳，而

是二者之间的深度相融——剧情由

微信而生，冲突由微信而起，场面由

微信而建，人物由微信而立，主题由

微信而达。它不仅在“形”上要用与

微信技术有关的方式呈现，更要在

“神”上将剧情发展的动力、人物命运

的转折、主题表达的契机，尽可能与

微信载体、微信功能与即时通讯的内

核紧密融合在一起。

从戏剧的角度看，微信群是选材

的沃土。陆军认为，几乎每一个微信

群里的内容，都可以提炼出富有时代

性、烟火气、生态链的话剧构思，剧作

家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创造性耕

耘。线上的演艺越来越成为戏剧圈

的常态，利用云端的方式呈现微信群

里的故事，更可以将有限的时空拓展

至无限的想象。

22岁的外地小伙子楼长、年轻

的网红主播、带着孙子住在楼里的

上海老太太、退休的大学老师、健身

教练……一个个常见的人物出现在

一个文件夹内。来自未来的旅行团

在历史博物馆内参观这段历史时，

从中提取出了公元2022年3月31日

上海浦西申大花园18号楼抗疫互助

微信群数据，故事也随之从科幻走

向写实……

从小角度切入大主题，微信剧

《请打开你窗前的那盏灯》将抗击疫

情这一宏大的社会事件，浓缩到一个

小区的居民楼道微信群里去呈现，通

过微信群里发生的故事，展现疫情

之下的千般面孔，呈现鲜明的时代

印记与真切的社会情绪，他们共同

构成了整个社会防疫抗疫的生动缩

影，也为铭记灾难、理性前行提供了

生动的案例与鲜活的经验。陆军表

示：“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采用微信

剧形式，作一次十有八九会失败的

艺术尝试，那是因为，创新性探索的

过程、经历，远比一部作品成功与否

的结果重要得多。”

尽管呈现方式是在线上，但这

部微信剧并未省略舞台必备的元

素。话剧《董其昌》的导演徐伟加入

后，带着一批刚走出校门不久的专

业院校表导演专业学生进行了云创

排，加上舞美、音乐、灯光，微信的元

素将通过道具与特效体现。剧中的

一个个小人物所在的微信圈，将通

过戏剧的表达，交融成每个人都感

同身受的社会圈。

本报记者 赵玥

有分寸感地记录这段历史，是陆军的创作初衷。2020年时，陆军和他带

的研究生袁香荷写下了中国第一部抗疫题材话剧《护士日记（。和创作《护士

日记（时的习惯一样，他写下这样的手记：“我费力打捞起人性中渐渐式微的

原始热能，尝试点亮你的心灯。劳驾你把窗口的那盏灯打开，这样，即使是至

暗时刻，我们的城市至少还有些光亮……”

写一个很多人看来“不好写、写不好、不写好”的剧本，支撑陆军和袁香荷

硬着头皮写下去的动力，便是剧作者埋在作品中的暗线——身为记录者记录

历史碎片的心理线索，也正是如此，开头才设计了从未来回顾的数字化场景。

微信剧虽是新概念，但是戏剧的内核才是它之所以成为剧的根本。通过

这群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作品展示了疫情之下原本陌生的邻里之间守望相助

的故事，绘制出社会抗疫大图谱，看到了对疫情的思考、对人性异化的警示，

还有对社会发展的审视与探讨。

合作画一幅巨型的上海城市景

观，是上海画家丁筱芳、丁阳父子多

年的创作计划之一。今年父亲节那

天，这个有意义的心愿达成，青绿山

水风格的上海江河景观巨作《江河

恒流》完成。父子俩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件生机勃勃的作品寓意着人与

城市和谐共生，也寄寓了对未来城市的美好期盼。

父亲丁筱芳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和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所画的水浒人物群像和世说新语系列令

人过目难忘。儿子丁阳是80后，他幼承庭训，磨

砺画艺，目前是华师大美术学院副教授。今年春

节伊始，父子俩受上海艺术百代美术馆邀请共创

一幅关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题作品。疫情期间父

子住在一起，彼此激发灵感，让创作进程加速。刚

学步的孙子“小小丁”是这件作品的“第一见证

人”，他拿起画笔，也学着父亲和爷爷的模样涂画。

丁筱芳再次挑战自己，以中国画中的散点透

视方法结构图形，挑选重点典型的建筑形态，最后

融入个人主观的意象再造画面，青绿色的主题色

来自丁阳的创意。画面中天蓝水清、绿意盎然，地

标建筑鳞次栉比，龙舟赛、单车少年、旅游观光大

巴，滨江两岸的风貌历历在目，特别是当年生活、

学习、工作过的淮海路一带场景……寄托了画家

对这座城市最深厚的情感。

“上海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为艺术创作

带来不竭动力。不会感觉创作素材缺乏，只能不

断做减法，捕捉触及到我们两代人的情感回忆。”

丁筱芳说，一边画，他还一边为丁阳讲述儿时故

事，从苏州河到黄浦江，这一江一河孕育了新旧上

海城市的发展面貌，也成为几代上海人的记忆。

丁阳说，父亲30岁插队回城后，家从淮海路

搬到了苏州河沿岸。“父亲为了画苏州河，不慎落

入肮脏的河道里；30年后，人们在河道里划船，在

河畔散步……今天，再拿画笔回忆画面中建筑群

落、人物风景，非常默契和愉快。与父亲共同完成

的画作，是父亲节献给爸爸的礼物，也是传给儿子

的宝贵财富。两代人的城市回忆和感慨交织在一

起。”

据悉，丁筱芳、丁阳父子的这件新作将参加

“《城 ·长》——人民城市主题艺术展”。此次展览

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市科技艺术教

育中心与上海艺术百代美术馆联合承办，是“奋

斗 ·系列展览”第二部献礼之作。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错过了春花的灿烂，我们期盼夏日的

色彩。记者获悉，今夏，久事美术馆将联合

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美术馆等四家美术

机构共同推出“乔治 ·莫兰迪展”，展出数十

幅这位举世闻名却又颇为神秘的艺术家的

作品。

莫兰迪不像许多20世纪的艺术大师

那般慷慨激昂，但他在调色板上所创造出

来的那些颜色，被21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

争相膜拜，“莫兰迪色”运用得成功与否，成

为标榜“高级”的象征。

乔治 ·莫兰迪1890年出生于意大利博

洛尼亚，他一生都未远离这座北部城市。

他与最普通的物件为伴，家乡的城镇与郊

区构成了他眼中无限广大的景观。这位

没有惊人创举，没有坎坷流离，没有情感

羁绊的“僧侣式”艺术家，却成为意大利现

代绘画史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

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

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

的气息而已。”

对于“灰”的认知，或许是莫兰迪从对自

己家乡博洛尼亚的固有印象中提炼出来

的。这座古老宁静的城市深深影响着他，地

中海的阳光温和却热情地照耀在城镇里的

老街老房之上，也照耀着郊外的小径、树木

与山石。大自然在博洛尼亚设置的调色板

自然成为莫兰迪的钟爱之色：那些掩映着灰

的砖红、玫瑰粉、茶绿以及赭色都能在这座

城市的风景以及莫兰迪的画布上找到。

莫兰迪的花卉作品同样都具有极高的

辨识度：永远被紧紧束在一起的花，加上一

个绝不抢戏的素雅花瓶。“毕竟，即使是静

物也是建筑。”莫兰迪曾在谈到一种绘画模

式时说，他会像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师

那样安排和重组看似相似的物体。经过他

重新观察、安排和处理的物品也许比普通

物品更平淡无奇，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

会变得错综复杂。设计了古根海姆美术馆

的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 ·盖里就曾经提

到，莫兰迪是他构思的灵感来源。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微信剧，
看的还是剧

父
子
同
绘
青
绿
山
水
献
给
上
海

你窗前的那盏灯亮了
展现上海抗疫的首部微信剧下月云试演

这个夏天，让我们静待“莫兰迪”

■ 莫兰迪花卉作品

■ 子쫏뢸ퟓ《流뫓뫣쇷（ꎨ部部）

□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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