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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泉州、厦门、福州、平

潭……杂技剧《战上海》作为“2024

上海红色文化季”巡演剧目，一路用

热血传递红色精神。

创演五年的《战上海》已然成为

上海的红色文化IP，剧中承载的爱

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情怀、理想主

义气质，呈现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风雨无阻的观众、热情恳切的

手写信、掌声不断的现场，是巡演过

程中剧组全力付出后的强心针。福

建观众李女士感慨：“音乐响起，我

无数次热泪盈眶，有国才有家，如今

的美好生活是当年的革命先辈用热

血铸就的。”

每演一场《战上海》，对主演王怀

甫都是体力上的巨大消耗，因为前两

年他的左肩有三处肌腱拉伤，生活中

甚至手都抬不起来。但从2019年5

月7日的试演，一直到现在，他一场不

落。而女主角，已经换了三位。台上

台下，他流过泪、咬紧牙，一场场扛过

来。所以这次巡演，王怀甫还有一个

艰巨的任务，带教新一代“江华”——

00后杂技演员王佳俊（见上图）。

毕业前一年，王佳俊就开始参

与《战上海》的创排，进团后也继续

在这个剧组，约130场舞台演出经

验都是《战上海》给予他的。去年，

他开始演出剧中原先王怀甫表演的

爬杆节目，以舞者的角色和踩着高

跟鞋的搭档晏丽配合完成各种高难

度动作，甚至仅靠单手抓握长杆在

空中翻腾。

爬杆，是王佳俊走向“江华”的

第一步，这也是他在上海马戏学校

读书时的拿手节目。在王怀甫看

来，完成动作的技巧对王佳俊来说

挺轻松，但从单项节目到带有剧情

的表演，还是会遇到不小的挑战。

技巧可以胜任，舞台是综合的

表演，对剧情和角色的理解，王佳俊

还有一段路要走。在这方面，王怀

甫几乎是倾囊相授，台前幕后给他

说戏，带他体会人物，尽量少走弯

路。在攻坚战这场戏里，“江华”要

在绝境之中喊出“请求支援”，王怀

甫告诉王佳俊，可以找一个没人的

地方，撕心裂肺地反复喊这句话，什

么时候能喊到自己控制不住地流

泪，角色的灵魂就找到了。

巷战的戏一结束，王佳俊立马

小跑到化妆间换上战士的服装，在

最短的时间内抢装，然后跑回侧幕，

看王怀甫如何演绎绸吊的柔美，以

及在发力的情况下如何控制住面部

表情。随即他又赶紧上场，开始自

己的戏份。“在情绪的表达上还需要

再努力，我还要在接下来的演出中

继续磨炼。”王佳俊说。

这些年，常常有人对王怀甫说，

如果你20岁时遇到这个角色多好

啊！就像现在21岁的王佳俊。可

是王怀甫深知：“我20岁时肯定是

演不好的，现在39岁了，更能演出

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战上海》不仅

让王怀甫获得了白玉兰奖主角提

名，更让他感受到创排一部这样了

不起的作品的意义：“我作为演员有

这么好的平台，能演这么好的角色，

能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传播上海这

座‘光荣之城’的故事，观众给我们

鼓掌、呐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

吗？”正是这样对舞台的渴望、对表

演的欲望、对后退的不甘，年复一年

地支撑着王怀甫，哪怕他已经在透

支自己的身体。

王怀甫在王佳俊的身上看到了

那个年少时的自己，也见证着这个

年轻人在舞台上的蜕变，“无论是技

术还是舞台呈现，都比以前有了很

大的进步。《战上海》的品牌打响非

常不容易，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一

面呈现给观众。” 特派记者 赵玥
（本报厦门今日电）

大王带小王演“江华”

东方美学 走向世界
上昆在每年保有高质量巡演

的同时，确保海外演出或交流展示

都在10场次左右，近年来出访演出

的国家包括美、德、法、意、俄、西、

日等，还亮相于德国柏林戏剧节、

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日本亚洲戏剧节等。一颦一笑皆

是情，一顾一盼都有意。戏曲表

演，让海外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文

戏的细腻绵长、武戏的铿锵有力。

谷好好分析，昆剧的曲牌体，

高度凝练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

成就；视觉的写意美、表演的程式

美以及唱腔的韵味美，浓缩了东方

意趣，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起到

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自2016年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莎士比

亚、汤显祖两位戏剧大师同样逝世

400周年之际造访上昆之后，上昆

推出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并走

向世界。去年，55出全本《牡丹亭》

全国巡演；今年，该剧正在计划造

访法国……

经典剧目 代代传承
2016年起，上昆推出的“临川

四梦”包括戏剧大家汤显祖的四部

剧目《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

《紫钗记》——除了《牡丹亭》是保留

剧目外，其余三部需要重新整理、改

编、再现。“临川四梦”是中国传统戏

剧的巅峰之作，推出这四部大戏，上

昆积累了十余年、汇集了五班三代

人才。一经推出，就被认为是“国家

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

施以来取得的最新成就”。

2022年，上昆在已故著名戏曲

编剧王仁杰20年前缩编的35出

《牡丹亭》基础上，邀约导演郭小男

加盟，以上中下三台大戏的规模，

精彩呈现全本55出的精髓，被认为

是“年度中国戏曲重大文化事

件”。去年，全本《牡丹亭》开启全

国巡演，目前已近50场，被誉为“守

住了汤翁原著深沉的历史品位与

美学风范”。今年，《牡丹亭》将赴

法演出，让世界更进一步认识到与

莎翁同时代的汤翁的精神力量与

美学理念。

小剧场昆剧 孕育创新
上昆在践行“传统剧目、改编

剧目、新编剧目”三并举的同时，还

注重在小剧场昆剧创作上蓄力

——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

基础上，“呼”出新想法、新形式、新

理念，先后创作了《夫的人》《椅子》

《桃花人面》《草桥惊梦》《白罗衫》

等具有实验性的昆剧，打造了上昆

小剧场昆剧的品牌。《椅子》最初是

法国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内斯库的

代表作，如今以昆剧的样式再演

绎，但依然体现了人的现代性且以

中国美学的意境呈现，让古老戏曲

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

由中国剧协、上海戏曲艺术中

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

演”自2015年举办以来，9年里共

收到全国（含港台地区）80余个剧

种的近500部申报剧目，经遴选后

上演作品92台，成为梨园新锐探索

实验的首选平台与孵化基地，让年

轻戏曲人也能走向国内外广阔大

舞台。 本报记者 朱光

——上昆及戏曲中心去年获54个省部级奖的幕后

“玉兰花开 魅力上海”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获奖演出，5月8日在维也纳联合国总
部上演，京、昆、越、沪等戏曲精华剧目汇聚
于此，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
远流长。目前，上海昆剧团又在策划昆剧
《牡丹亭》参与“中法文化年”赴法国演出的
方案。在5月落幕的第九届中国昆剧节上，
来自上昆的白玉兰奖（榜首）演员胡维露、梅
花奖演员罗晨雪主演的经典版《玉簪记》被
誉为“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市文联副
主席、上海戏曲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
谷好好透露，以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统
戏曲艺术为己任的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去年
一年完成演出5416场，演出收入6617.92万
元，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54个。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战上海》巡演里的传承——

从历史中寻找与时代共鸣的故事
马上评

上昆团长谷

好好从艺至今恰

好  年，最令她

动容的是一场

“兜兜转转  年

的重逢”。    

年，上昆制作的

中国首部  D昆

剧电影《景阳钟》

荣获东京国际电

影节的金鹤奖最

佳艺术贡献奖。

颁奖嘉宾松浦晃

一郎朝谷好好走

来时，她的眼睛

湿润了——她想

起 了     年 。

当年，宣布中国

昆曲成为首批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颁发的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单榜首

之人，正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那张联合

国颁发的非遗证书上的签名人，

也正是他。“兜兜转转  年后，在

这样的场合与故人重逢，怎能让

我心绪宁静？”谷好好心潮澎湃。

从入选非遗到荣获大奖，以

昆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在世界

舞台绽放，有目共睹。千百年来，

凝聚着中华民族审美高度、道德

情操和人文情怀的戏曲艺术，到

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以简化繁的表达方式与西方审

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贯穿其

中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内核始终能

让我们感受到同频共振，正如这

  年后的重逢——世间美好，终

会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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