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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七号桥》剧照

舞台艺术上的“上海的

声音”有二——沪剧与滑稽

戏，这两项以沪语推进叙事、

表达情感的艺术，也是传

承、发扬上海文化的重要载

体。今天，第三届上海沪剧

展演月在奉贤南桥等三个

不同地点启幕，预示着始终

活跃在上海中心城区、大街

小巷、乡村田间等地的沪剧，

将汇聚成一股独具上海特色

的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

绝。那么，如何让上海的声

音——沪剧，更深入人心？

形成梯队、彼此扶持，形

成沪剧这一剧种人才培养的

框架性支撑，是必经之路。

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

芝，推行了此次沪剧月“结对

子”的机制。据不完全统计，

除了市级的上海沪剧院以及

几个区级沪剧团之外，上海

沪剧演出团队组织有100多

个，其中相对成熟、活跃的就

有十余支团队，而其中的佼

佼者就是拥有国家一级演员

的民营沪剧团——文慧沪剧

团、新东苑沪剧团、勤苑沪剧

团等。这些民营院团并非靠卖戏票生存，基本都

是依靠对舞台和沪剧的一心热爱和全情投入，把

戏唱好，把沪剧传播好。因而每个团的主理人，

还会网罗沪剧演员和相关人才到自己团里，形成

一个平均水平都颇高的整体面貌。起初，往往是

民营院团的主理人、出资人自己粉墨登场，近来，

他们也都注重培养传承有序的年轻接班人，使得

团队内部就形成人才梯队，不仅行当齐全，且有

AB角替补。他们的建制，也越来越接近市级国

有院团。韦芝认为，这是一个健康有序的机制，

值得推广到更多大大小小的沪剧演出组织中，跨

团“结对子”，就成为本次沪剧月的创新。

与时代共进、与时代同频，是沪剧发展的主

题性支撑。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沪剧，本身就是

时代的产物，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紧密相

连。从最初浦东民歌东乡调，到清末形成上海滩

簧，后又以文明戏的演出形式融合，发展成小型舞

台剧“申曲”。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申曲正式

改称为“沪剧”。由于其演出形式海纳百川，一度

也被称为“西装旗袍戏”——例如《雷雨》《碧落黄

泉》等。沪剧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时代同步。上海

沪剧院的《敦煌女儿》就是凸显了在上海长大的樊

锦诗，从25岁至80岁，奉献一生守护敦煌的“上海

女儿”的故事。民营沪剧团连番推出的大戏也都

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飞越七号桥》取材于

上海西大门——闵行七宝镇革命遗址“七号桥碉

堡”的相关历史事件；《早春》聚焦牺牲于龙华的左

联五烈士之一柔石，是一部展现其如何背井离乡，

投入革命洪流的文人戏……这些民营沪剧院团

自掏腰包，挖掘城市历史、赋予其舞台魅力，让更

多未必深入了解上海历史的人，也能在剧场内外

感受到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常住人口中已接近

半数是从外省市迁移而来。很多小孩不会讲上

海话，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这既是

沪剧发展壮大的难题，也显示出沪剧发展壮大的

必要性。沪剧可以传播更广点的背后，不单纯是

舞台艺术的发展推进，也应探讨上海文化如何进

一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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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营沪剧团结对帮扶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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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红了》剧照

■《啊，母亲！》剧照

沪剧《早春》在奉贤南桥户外的百姓舞

台上演；沪剧《啊，母亲！》在航头文化服务中

心鹤沙分中心上演；沪剧《桃花红了》在浦东

兴旺路小剧场上演。今天，第三届沪剧月以

三部剧目同时在三地上演开启首日演出。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14台沪剧大戏将

在五个新城及远郊的剧场、文化中心、文化

馆和户外舞台上演，为戏迷们送上30多场

演出。借着本届沪剧月的契机，优秀民营沪

剧团还和部分民营沪剧团“一对一”牵手，今

天上演的三部剧正是由“老师团”和“徒弟

团”带来，展现出上海沪剧阶梯式人才培养

机制的繁荣创新。

文慧沪剧团 名角当先生
这次，文慧沪剧团一下子与三个团结

对，分别是浦东新区的琴恋文化传播中心、

石枫文化和青浦区的鹤音沪剧团，沪剧月期

间，三个团将分别带来《为奴隶的母亲》《金

绣娘》和《碧落黄泉》三部戏。一直以来，很

多民营院团的小生演员都对文慧沪剧团当

家小生杨音慕名已久，想拜杨音为老师。这

次结对，杨音将给三个团的小生演员上课，

传承弘扬王派艺术，微信群也早早建好，群

里的互动你来我往，杨音有问必答。

“其实这些团每年的演出场次很多，一

直在舞台上‘滚’的”，文慧沪剧团团长王慧

莉说，去年文慧一年演出了300多场，其他

团扎根所在区域，同样不缺演出机会，缺的

是艺术上的提升。因而，平时其他团需要哪

部戏的伴奏带、剧本，王慧莉都倾囊相授，这

次在师资力量上也是尽全力支持，“只要他

们需要，只要我们有的，都可以共享。”

最近，杨音推广沪剧文化也从线下走到

了线上，他和团里的当家旦角缪佩红一起成

了带货主播。在这个名为“杨音沪剧（黄包

车）”的直播间里，杨音误打误撞，把购买商

品的小黄车搞错成了黄包车，这也成了他和

粉丝之间的打趣暗语。虽为带货，更主要的

是向网友宣传剧团和沪剧文化，如缪佩红对

网友所说：“我们的选品就像选剧本一样，都

是精挑细选，而且团长总是会踏准。文慧对

我们演员像家人一样，对很多沪剧团也一

样，大家好，我们沪剧才会更好，所以我们也

都愿意互帮互助。”

新东苑沪剧团 场地免费用
虽然是在这次沪剧月期间才正式结对，

但是新东苑沪剧团和紫华沪剧团早已是老

朋友了。两家都位于闵行，新东苑沪剧团的

优势在于自有剧场，且配备了专业的演员、

乐队、舞美、灯光团队，而紫华沪剧团实行的

是项目制，经常与新东苑有一些演出上的互

动，也是新东苑慧音剧场的常客。

这次沪剧月期间，紫华沪剧团将带来原

创大戏《华家儿女》，之后，两家院团也将一

起到青浦、松江等地演出。新东苑沪剧团团

长沈慧琴说：“以前我和紫华的团长王彩珍

就是好朋友，所以在场地和团队班底上从没

有收取过费用。我是凭着内心对沪剧和沪

语的一种情怀在运营剧团，只要对沪剧发

展有好处，我都愿意做。”对于紫华沪剧团

来说，没有固定的演员、乐队班底，以及固

定的排练场所，是希望通过

结对改善的问题。而两家院

团也将在正式结对后深化合

作计划，让民营沪剧团得到更

好的支持。

勤苑沪剧团
原创大家帮

“既然是结对，那么兄弟

团作品的艺术质量我们也要

帮忙一起把关”，勤苑沪剧团

团长王勤说道。这一次，勤苑

和浦东海天沪剧团、青浦辉煌

艺术团结对。沪剧月期间，海

天沪剧团在开幕当天带来现

实题材原创沪剧《桃花红了》，

辉煌艺术团将在徐泾文化中

心带来传统戏《借黄糠》。

王勤深知演出如期上演

的不易，也一直在排练中关注演员的表演、

提出自己的建议。海天沪剧团成立于2016

年，还很年轻，小戏积累多，大戏目前只有这

一部，所以非常希望向接连推出沪剧原创大

戏的勤苑沪剧团学习。

在原创的道路上，勤苑沪剧团已经慢

慢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取材之路。《51

把钥匙》《遥遥娘家路》《石榴红了》这三部

沪剧取材于上海的“中国好人”故事，《银杏

树下》等一批本土现实题材更是备受好评，

目前正在创排的《酒魂曲》也是源于王勤参

观奉贤神仙井引发的灵感。说起结对的初

衷，王勤说：“如果所有的民营院团都能达

到一定高度，我们作为其中一分子也会觉

得很光彩。”

本报记者 赵玥

■《早春》剧照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