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首席编辑/李 纬
视觉设计/戚黎明

12
2022年7月14日/星期四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由陈思诚编剧、导演，黄渤、荣梓杉领衔

主演的家庭奇幻喜剧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

明天全国上映，昨日影片发布终极预告，姚

晨、范伟、贾冰、许君聪、于洋等一众喜剧人集

结，黄杨钿甜、王一鸣、黄星羱、方洲组成“少

年团”，与友情出演梅婷、黄觉和范湉湉在夏

日碰撞出欢乐火花。

片中，热爱天文的地球少年任小天（荣梓

杉饰），在“霸道老爸”任大望（黄渤饰）的逼迫

下练琴，父子俩冲突不断。“我是你老子”“我

是为你好”，这些熟悉的话语令网友直呼“这

也是我爸的台词”。外星特工“莫扎特”的到

来，帮任小天开启了和老爸斗智斗勇的新篇

章，也鼓励他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爱与治愈

你敢相信一个会说话的玩偶就是外星人

吗？当你的书本被凌空搭成桥，你敢勇敢迈

出窗吗？当外星人拿给你一个不知从何而来

的橘子，你敢毫不犹豫一口吞下吗？任小天

敢。这些是只有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才会

做的选择，也是很难在复杂的成人世界出现

的选择。从天而降的外星特工“莫扎特”，仿

佛给琴童小天昏暗枯燥的练琴生活，推开了

一盏通向外面世界的天窗。“莫扎特”帮助小

天一次次逃过老爸的钢琴“抽查”，带他见证

了现实世界中无法出现的一幕幕奇幻场景，

也让他和伙伴们建立了牢固的友情。最重要

的是，它让小天找到了什么是真正心中所爱，

并坚定了追逐梦想的决心。两人逐渐成为彼

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

“莫扎特”守护小天，初来是因为任务，后

来慢慢变成一种责任和主动的付出。来自于

没有情感关系存在的星球，“莫扎特”渐渐拥

有了人类的才有的感情。当然，这种情感付

出并不是单向的。当“莫扎特”被姚晨、许君

聪、于洋组成的“忽悠团”“绑架”后，小天和伙

伴们毫不犹豫汇聚到一起。当最终找到“莫

扎特”所在，面对人高马大的大人时，他们没

有任何退缩。这是最亲密伙伴间的“双向守

护”。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都幻想过拥

有一个“莫扎特”，它倾听你所有的秘密心事，

经历你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成长，永远是坚定

支持你的那个人。“莫扎特”就像是这部电影

送给每一位观众的亲密朋友，给这个炎热的

夏天带来一份爱与治愈的力量。

实现和解

在“莫扎特”到来之前，任小天和任大望

这对“冤家父子”冲突不断。年轻时意气风发

玩摇滚的任大望，中年败给现实后，将音乐梦

想强加给了对钢琴无甚兴趣的儿子。郎朗是

另一个挂在任大望嘴边的“高频词”，这次也

将扮演小天钢琴比赛时的评委，见到郎朗本

人后，小天问出了困惑已久的问题：“你练琴

的时候真的从来不撒尿吗？”一代钢琴大师当

场被问蒙。

大望小天的父子关系是很多当下中国家

庭的缩影，黄渤一句句令人耳熟的台词，也让

很多网友直呼“家有同款老爸”“像在我家装

了摄像头”。“莫扎特”的出现，让小天坚定了

追求心中热爱的决心，也让父子俩渐渐实现

了和解。其实，在“父母”“孩子”的身份之下，

父母和孩子首先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人必须

过被对方安排的人生。他们就像两颗紧紧依

存的星球，相互影响的同时，终究有各自运行

的轨道。陈思诚表示，虽然这是一个梦幻的

故事，但希望每个人在看完电影后都能在现

实中收获一份坚定和执著。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历 经 大

半个世纪的经典滑稽

戏《七十二家房客》、展现独脚

戏非遗魅力的《申声入耳——滑稽作品

展演》、表现上海时代变迁和普通人生

活的原创滑稽戏《上海的声音》……上

海人民滑稽剧团创建70周年演出季将

于8月下旬登陆天蟾逸夫舞台。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

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是久负盛名的上

海大公滑稽剧团，1952年2

月，滑稽泰斗

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等组建上海大

公滑稽剧团，成立之初就推出了《七十

二家房客》《糊涂爹娘》《苏州两公差》

《阿Q正传》等经典滑稽戏。

此次演出季将延续五天共六场，阵

容包括王汝刚、姚祺儿、方艳华、郭明

敏、毛猛达、沈荣海、龚仁龙、张小玲、林

锡彪、张定国、陶德兴、杨一笑、傅子明、

周益伦、钱懿、潘前卫、陈靓、曹雄等老

中青三代演员。8月18日和19日将公

演剧团的看

家之作《七十二家房客》；8

月20日公演的《申声入耳——滑稽作

品展演》则更多表现对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独脚戏”的传承；8月21

日和22日公演的大型原创滑稽戏《上

海的声音》，展示了上海小弄堂里几个

普通家庭的世代变迁，剧中四条故事线

巧妙融合，通过演绎人物命运的跌宕起

伏，来反映时代的众生相。

本报记者 朱渊

上海人民滑稽剧

团 今 年 70岁 了 。

1978年进入该团的王汝刚，是

剧团经历改革开放大潮、一步一个脚印

开疆拓土的见证者。回顾风雨兼程的70

年，他感慨道：“独脚戏、滑稽戏作为上海

的土特产，江南文化奇花异草中独特绚

丽的一支，它的土壤始终是最广大的群

众。我们的艺术素材汲取自他们的生

活，我们的创作灵感源于他们的喜乐，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也仰赖他们的掌声

和自掏腰包的一张张戏票。”

都说地方曲艺有其地域局限，可是

在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恢复初期，为寻求

更大市场、打开知名度，剧团也曾兵分

两路，北上前往东北等地巡演，南下直

抵海南，还到过新疆、四川，足迹遍布全

国，诚如王汝刚回忆：“除了西藏，我们

几乎都走遍了。还记得那时巡演回来，

剧团中三分之一的演员都累出了肝

炎。”但也正是这样破釜沉舟的努力，才

换来丰厚的艺术创作素材和观众的认

可，“滑稽戏市场最好时，我们剧团每年

就凭卖票演出，能有百万元盈利。”

一个剧团、一个剧种要继往开来，无

非是出人出戏。新旧交替、世代更迭，没

有哪一次“交接班”是容易的。回想38年

前，李九松还不是家喻户晓的“老娘舅”，

王汝刚也不过就是看着脸熟的“小保

姆”，但那一年在常熟的小舞台上，这对

后来红透半边天的组合却要艰难地接下

滑稽泰斗杨华生、绿杨的那一棒。

“记得两位老师（杨华生和绿杨）退

休时，我们恰好在常熟演出，他们演完两

场就要坐长途车回去，剩下的场子要李

九松和我来撑。”王汝刚说，送他们上火

车时，真是不舍也彷徨，他们没有过多的

嘱咐，我们也知道临门一脚靠悟性。

依然清晰记得登台前的忐忑，王汝

刚躲在侧幕看观众反应，晚上6时半观

众陆续进场，听说杨华生、绿杨不演了，

立马就有人坐不住了，但最终也是观众

的信任和包

容给予新人信心：

“来也来了，舞台总要有新人，

看看再说嘛。”王汝刚说：“现在轮到我

们交接班，也希望观众给予滑稽青年演

员多些鼓励和支持。”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滑稽戏是一

种情怀、一种记忆；对于新上海人来说，

则是打开城市独有文化的一把钥匙，通

过上海各种各样的声音，来感受独特的

海派文化。”王汝刚说，“前两年，我们还

在感慨，上海小囡不会讲上海话；这两

年，不免要担心，随着上海中老年人普

通话水平提高，上海话也不太说了。”

所幸，如今网络上涌现了不少本土风

情视频，都以沪语为特色，王汝刚直言：

“在越来越趋同化的世界里，方言是你来

自何处的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

是乡音也是乡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

烙印，一份牵挂。” 本报记者 朱渊

音中的海派文化王汝刚眼中
的滑稽戏——

滑稽 消消暑申声

你家有黄渤同款的
霸道老爸吗？
《外太空的莫扎特》明天上映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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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汝刚（左）与李九松表演独脚戏《爱心》

■ 老一辈滑稽名家笑嘻嘻、绿杨、张樵侬、

杨华生（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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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的莫扎特》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