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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努力吧，宋妈妈希望你们快快成长，希

望在你们的身上！”伴着宋庆龄对孩子们的真情独

白，儿童剧《宋庆龄和孩子们》昨晚在上海大剧院完

成了正式首演。今年是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成

立75周年，三代院长接力，在舞台上展现出一位可

亲可敬的宋妈妈，饰演这一角色的，正是被大家亲切

地称呼为“院长妈妈”的蔡金萍。

亲身经历化入剧中
这部剧由中福会儿艺第一任院长任德耀编剧，

第二任院长刘安古担任导演，现任院长蔡金萍担任

主演，倾注了剧院几代人对宋庆龄先生的深厚感

情。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前身儿童剧团是宋

庆龄在1947年创办的，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公益性、

教育性的国家专业儿童艺术院团。

导演刘安古年逾八旬，回忆起和宋庆龄先生的

交集仍印象深刻。当年，他进入儿艺的训练班学习

表演，每次宋庆龄走进来便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关心

哪个孩子脖子上有一抹灰，哪个孩子指甲没有剪，还

会嘱咐道：“演员是艺术家，外表和内心都应该干

净。”每逢重要活动，宋庆龄会在家里招待贵宾，儿童

剧团的孩子们就到她家里演出，刘安古记得，每次演

出结束后，宋妈妈都会将现场的糖果打包给孩子们，

还会用上海话说：“大家不要抢，每个人侪有额。”

这些细节都化入了剧中，蔡金萍虽没有见过宋

庆龄，却从院里保存的一封封宋庆龄的书信中，一点

点走进她的内心。舞台上，她看到流浪儿猫儿眼的

脖子没洗干净，就用宋庆龄的乡音川沙话说：“头颈

骨墨赤黑”，进一步引导这些小艺术家——“艺术家

就应该内心和外表都要干净！”

40年前两个半小时的戏，如今浓缩到1小时50分

钟，蔡金萍感慨：“老院长用心用情地创作这部戏，到

现在也不过时。”

首演前夕一波三折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夕的上海，主要场景为孙中山故居的客厅和花园，

以及儿童剧团的铁皮活动屋和黄浦江边废弃的码头。舞台也还原了孙中

山和宋庆龄家中有特点的局部，比如鸽子亭与壁炉，为表演建立支点。鸽

子是宋庆龄的爱宠，不可或缺。为了让鸽子“演员”顺利登台，儿艺提前给

鸽子打了疫苗，并且确保它一直处于“居家”状态，蔡金萍笑言：“现在这只

鸽子胖得我一只手都抓不住了。”

为了这场首演，儿艺可谓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扮演猫儿眼的演员临时

崴了脚，扮演小胖的演员家中临时遭遇静态管理，剧组只能在短短几天内

迅速找到替补演员。为了确保演出不再出状况，全组演员在演出前一晚统

一住进了单位。果不其然，就在昨天上午，饰演弗雷德大夫的演员所在小

区同样遭遇静态管理，正在剧组排练的他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对蔡金萍说：

“你太英明了！”

跨越时空产生共鸣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蔡金萍曾在大剧院朗诵过一首宋庆龄写下

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那年的她刚好与宋庆龄写作这首祝词时同龄，跨

越时空蔡金萍与“宋妈妈”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次为了更好地在舞台上

塑造一个熠熠生辉的“宋妈妈”，蔡金萍特意请来为宋庆龄特型演员化妆的

化妆师，从发型到神态都下了大功夫。

在前期案头工作中，蔡金萍还发现，虽然看照片上的宋庆龄是温婉的、

恬静的，但是这柔中带着刚，“只要看到大量她参加革命时的资料，就可以

感受到她的果断。”因此，舞台上的宋妈妈，不仅有对待孩子的柔情，更有对

待革命的激情，她一生都心系贫苦儿童的命运，舞台上的热血故事也鼓舞

着台下的小观众们。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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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经过四年的筹备和改建的杨浦大剧院，

将以“YOUNG剧场”的全新形象与公众见面，开幕演

出《春逝》全部四场的票不到四分钟即宣告售罄。这

座始建于1996年的剧院承载着很多杨浦人的回忆，

人们在这里看电影、谈朋友，听越剧、沪剧，也参加过

社区会议……如今，剧场焕然一新，让人们对它充满

了期待。

从黄兴路漫步至控江路，穿过充满烟火气的生

活街区，就可以看到这座“YOUNG剧场”。在20世纪

90年代，杨浦大剧院是当时设施一流的文化场馆。

随着时代的发展，充满年代感的杨浦大剧院渐渐失

去了往日的人气。在2018年2月，上海市杨浦区文

化和旅游局与上海大剧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确定改造后的杨浦大剧院更名为“YOUNG剧场”。

“YOUNG剧场”的“Young”音同“杨”，取英文“年轻”

的含义，寓意“有活力、敢创新”。高校资源丰富、文

创园区密集、科创产业蓬勃的杨浦区，将迎来一座主

打年轻化、创造力的全新文化地标。

改建后的“YOUNG剧场”面积扩大到近万平方

米，原先入口处的大台阶被移平，1000平方米的前广

场，给了人们更多公共空间。剧场铁锈红的陶棍立

面与白色玻璃幕墙兼具工业气息与现代感，同杨浦

这个有着“百年工业”传统的区域一脉相承。建筑主

体还是保留了杨浦大剧院原有的外观轮廓线，负责

改建工程的建筑设计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

授徐风说：“对于周围早已习惯了杨浦大剧院形象的

居民来说，改建工程，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不能有回

忆被切断的陌生感。”

进入剧场，大面积木饰墙条如浪潮般起伏奔涌，

彰显出律动与活力；通往剧场的两侧螺旋形台阶，与

大堂顶部的星空装饰遥相呼应，寓意向上生长、手可

摘星的年轻气势。主剧场观众厅挑高层高至16米，

座位由原先的750座增至1020个，在优化建筑声学

条件的同时，提升观演体验与舒适度；全面升级的舞

台机械、灯光音响设备，能满足多种艺术类别的技术

需求。此外，“YOUNG剧场”还有一个168座实验剧

场，给了艺术家在戏剧孵化、艺术教育、亲子演出方

面探索更多可能。“艺术氧吧”等剧场公共空间未来

也将被充分利用，定期开展讲座、展览、工作坊、亲子

绘本营等一系列面向市民观众的文化活动。

“YOUNG剧场”开幕演出季将从9月初开始，以

“氧”为主题，共推出28台92场演出，其中中国首演8

台、上海首演7台。YOUNG剧场也面向全国高校发

出邀约，期待更多富有活力、探索性的高校优秀作品

和艺术人才来到这里，把剧场打造成为全球高校表

演艺术展演平台与实践基地。 本报记者 吴翔

杨浦大剧院华丽转身

9月1日，南京西路上的老牌书场乡音书苑将恢复

长篇演出。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海评弹团十档

演员将轮番上阵，集中了各个经典传统书目的优秀传

承人及评弹团的中坚力量。

过去几个月来，老听客最想念的就是走进书场听

一回书，听惯了乡音长篇的观众在官方公众号后台每

日一问：“乡音何时复演？”这次听说乡音要恢复演出

了，大家都约好了一同来买票。8月22日是开票首日，

听众夏先生早早来到现场准备排队，可售票处却只有

三两位观众等候，这是怎么回事？笑脸相迎的礼宾人

员解了他的惑。夏先生被请进剧场内，空调早已开

好，暑热一下子散去。早到的购票者被隔座安排在了

观众席上，还没看到演出，已经感受到了评弹团细致

耐心的服务。每位购票者都先取号，叫到号了再到门

口购票，此举让心系乡音的观众深感贴心。

9月到11月，乡音书苑率先开唱的是徐一峰的弹

词《杨乃武》和毛新琳、周慧的弹词《曾荣挂帅》，钱晏、

姚依依的弹词《西厢记》与王承、王萍的弹词《林子文》

紧随其后。9月29日至10月9日，吴新伯将带来评话

《大堂传奇》，高博文、陆锦花搭档演绎弹词《文征

明》。之后，还有《玉蜻蜓》《白蛇》《杨八姐》《西施》《武

松》等相继登场。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表示，为感谢在此轮疫情

中无私奉献的防疫志愿者们，9月的演出将每场送出5

张乡音书苑长篇系列演出门票，志愿者本人可在每场

演出开始前至乡音书苑售票处领取。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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