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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声“宝妹”的呼唤，前

昨两晚，原创沪剧《黄宝妹》在逸夫

舞台首演。谢幕掌声中，93岁高

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

模范黄宝妹精神矍铄地走上舞台，

向台下观众频频挥手。舞台上的

“宝妹”与生活中的“宝妹”双手紧

紧相握，她们的眼中泪花晶莹闪

烁。黄宝妹说：“上海曾有55万纺

织工人，我感谢上海人民还记得

我，记得我们这一代纺织女工。”

沪剧《黄宝妹》由上海文慧沪

剧团和上海东方宣教中心合作出

品。创排期间，主创团队多次来到

原型黄宝妹家中采访。让编导演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见面，老人胸

前总是端端正正地佩戴着党员徽

章。交谈中，她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是：“毛主席接见我时，曾对我说，

让全国人民穿上好衣裳，要靠你

们。我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上，一

辈子为国家、为人民纺纱。”

老人的话也让主创牢牢记在

心上。舞台上，黄宝妹不同时期、

不同场合的出场亮相，胸前的党员

徽章始终熠熠生辉，也成为她走好

人生路的一盏明灯。

编剧蒋东敏的母亲退休前是国

棉31厂的一名纺织工人，也是黄宝

妹的同行。得知她要写黄宝妹，妈

妈比她还激动。蒋东敏说，前期准

备过程中，她去了纺织博物馆、棉纺

厂老厂房，每次妈妈都要求与她同

行，过程中不断向她讲述她们年轻

时的故事。无独有偶，导演吴佳斯

的外婆也是纺织工人。小时候，幼

儿园和外婆的工厂离得很近，放学

后她经常会去厂门口等外婆。工厂

打铃的声音时常回响在她耳边。

沪剧《黄宝妹》将多媒体与表

演融合运用，拓展了舞台表现空

间。流动的机器、缕缕纱线织成的

纱幕更为全剧增添了一份灵动、浪

漫的色彩。作曲汝金山的创作也

为全剧的“青春感”加分不少，从

“咱们工人有力量”化出的旋律贯

穿始终，充满时代奋进的气息。

据悉，该剧将于3月开启社区

和校园演出。“未来，我们还将推出

更多适合不同场地、不同观众的版

本，并根据作品研发文艺党课。”文

慧沪剧团团长王慧莉说，“希望通

过《黄宝妹》，让更多人了解黄宝妹

的故事，同时爱上沪剧。让沪剧这

朵‘海上繁花’越开越艳。”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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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东馆开

展了读书活

动的线下展

示 。 上 海

图 书 馆 利

用 自 身 资

源优势，匹配了近200场精品读

书活动。

中华聚珍共读会、汇科普 ·

读书会、十万个为什么“好奇俱

乐部”等几家以出版社为支点的

读书会，设计研发了多种阅读推

广模式，在活动内容上不断升级

迭代，让优秀文化内容与市民读

者的生活产生了更多联结，也为

读书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活动

样本。

自上图东馆正式开馆，已开

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超 1300

场，线上线下活动参与人次超

1700万人次。作为上海市民文

化节十周年的重要组成项目之

一，“梦想读书会”也为不断建设

发展中的上图东馆注入了强大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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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上海的

舞台已经热闹起来。多

部话剧、滑稽戏、音乐剧

火爆出圈。这些作品，

有不少都来自民营院

团，文慧沪剧团的沪剧

《黄宝妹》和缪时客的音

乐剧《嫌疑人X的献身》

就是其中两台。一台讲

述纺织行业老劳模的故

事，感人至深，让人共

情；一台根据日本悬疑

小说改编，制作精良，受

到年轻人的追捧。

上海是一个演艺大

码头，这座码头，不仅是

国有院团、海外名家名

团造就的，民营院团也

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

军。相对于历史悠久、知名度高

的国有院团，民营院团更年轻、更

精干，近年来发展迅猛。据统计，

上海现有   多家民营院团，每

年都新增十几家，全年演出超过

1万场，市场份额占比  %以上。

民营院团生存不易，开门七件事，

样样自己来。为排一出戏，院团

的当家人往往熬红了眼、愁白了

头，但观众席中的掌声和喝彩声

是最好的回报。在去年的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上，就有民营

院团的身影！

民营院团的成长，也离不开

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国有院团以

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如上海市演

出行业协会就每年推进民营院团

创作，组织展演，还到北京、长三

角巡演，使院团影响不断扩大，凭

实力圈粉。

    年，让我们期待民营院

团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共同绘就申城舞台的万紫千红。

一场离奇的凶案、唯一可能的

凶手、没有疑点的不在场证明，无

解的问题突然得到无懈可击的答

案却又让人心生怀疑……昨晚，由

缪时客出品的改编自东野圭吾同

名小说的音乐剧《嫌疑人X的献

身》二轮巡演回到上海，将观众再

次引入充满未知和紧张的悬疑世

界。

自去年8月上海人民大舞台

首演以来，音乐剧《嫌疑人X的献

身》已经在全国演出50多场，引发

观众好评无数。截至今天，该剧收

获了大麦评分9.7分、豆瓣评分7.8

分、猫眼评分9.3分的好成绩，同时

占据多个上海演出类排行榜首

位。此次，重新归来的音乐剧《嫌

疑人X的献身》在编舞和演员阵容

上都进行了优化升级。

导演胡晓庆对上海场首演的

新阵容信心十足，她说：“男女主

角刘岩和徐瑶都是国内优秀的音

乐剧演员，而且他们的年龄与剧

中的石神哲哉和花冈靖子都比较

接近，刘岩更是我们剧组演员中

年纪最长的一位。他们的加入为

这部剧带来了不同的质感，他们

对人物的理解会更加具体、立体

和细腻。”

“在首轮巡演的过程中，我们

一直记录观众反馈，演出结束后立

即开会讨论、制定修改方案。”执行

编舞徐华杉认为，悬疑作品改编舞

台剧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大量信息

的传递，紧凑的情节、严密的逻辑、

完整的故事，都要通过音乐和舞蹈

来表现，这就要求编舞的故事性更

强。“要找到人物内在的焦点，用意

识去推动舞蹈动作，让舞蹈更具戏

剧功能，而不是像以往创作那样先

排舞蹈。”他说。

未来一个月，音乐剧《嫌疑人

X的献身》将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持

续上演。 本报记者 吴旭颖

编舞优化升级 主演阵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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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

2023年收获文学榜揭晓，共有5

部长篇小说、5部长篇非虚构、10

部中篇小说与10部短篇小说上

榜。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

位列长篇小说榜榜首，薛舒的

《太阳透过玻璃》、韩松落的《鱼

缸与霞光》、索南才让的《午夜

的海晏县大街》分别位列长篇

非虚构榜、中篇小说榜、短篇小

说榜第一。

收获文学榜创办于2016年，

被读者称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榜

单”，它秉持着巴老“讲真话”的传

统，强调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情趣

价值。八年以来，有多部作品在

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之前

就被收获文学榜慧眼识中，例如

茅盾文学奖作品李洱的《应物

兄》、徐则臣的《北上》、东西的《回

响》、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

《千里江山图》，鲁迅文学奖作品

小白的《封锁》、尹学芸的《李海叔

叔》、肖江虹的《傩面》、艾伟的《过

往》、葛亮的《飞发》、钟求是的《地

上的天空》、索南才让的《荒原上》

等等，都是先登上收获文学榜，再

一步一步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更

高的认可。

    年收获文学榜揭晓

“嫌疑人”回归上海舞台

马上评

■ 黄宝妹（右二）和演员们在一起

沪剧《黄宝妹》演出青春感

■《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