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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起，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

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

歌》（上海话版）将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三场。从

弄堂女儿到“上海小姐”，“王琦瑶”跌宕起伏的

一生，交织着上海这座摩登都市从上世纪40

年代到8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讲“上海闲

话”的《长恨歌》，更贴近原著小说的环境，也让

台下的观众更添一份亲切感。

《长恨歌》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曾荣获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从小说到舞台，作品于

2003年首次被搬上话剧舞台。2023年启用全

新剧本和演员阵容，首次以上海话形式演出，

成为现象级沪语舞台作品。原著作者王安忆

看完后表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方言作品的，

上海话版舞台剧《长恨歌》的演出令我很惊艳，

演员在台上用上海话表演很生动。”

编剧赵耀民表示：“《长恨歌》这部舞台剧

能够演出至今，对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它

让我重新认识了文学经典的生命力。王琦瑶

已进入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人物的长廊，同时，

王安忆塑造的这一人物，也凝固在了上海文化

的永久记忆里。”

导演周小倩2003年起参与《长恨歌》剧

组。21年来，对《长恨歌》有着深厚的情感。

从去年首轮演出到今年的第二轮演出，她说：

“上海话版的演出并不是把普通话翻译成上海

话，而是使用纯粹的上海话版剧本。语言一

变，我都很惊奇，像重新接触了一个新戏，完全

不一样了。”

此版《长恨歌》的绝美舞台给现场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跟随剧情和舞台场景转换，观

众穿梭于老上海的三个时代，仿佛回到了旧时

光里，感受一场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悲剧。舞

美设计徐肖寰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在

石库门里长大。谈到这次创作灵感来源，他

说：“《长恨歌》这部小说对我的触动是相当大

的，不仅是因为各色人物的命运跌宕，更是从

一段段人生中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在

个体身上留下的印迹。小说中有大段的景物

描写，比如多次提到的上海弄堂、老虎窗和屋

瓦、鸽子和麻雀。除了这些可见的部分之外还

有看不见的流言和沉寂，凝固和流逝，希望与

绝望。这些描述不仅是背景信息更是带着诗

意的暗示和隐喻，是我这次创作时的重要源泉

和基石。”

舞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由刘晓靓、蔡

金萍、周笑莉、宋忆宁、钱程、顾鑫、徐泽辉等联

合主演，高博文在剧中担任讲述者。为了让演

员们能在台上说一口正宗的“上海闲话”，此版

演出特邀钱程担当上海话语言指导。他表示，

希望所有喜欢上海文化的观众来看舞台剧《长

恨歌》（上海话版），来品味剧本文字中的上海

味道，通过演员的演绎来传播标准的上海话，

传承地道上海地域文化。

饰演王琦瑶的演员刘晓靓，和“王琦瑶”一

样也是从弄堂出生的女儿。她说：“《长恨歌》

这部作品展现出的是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

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无论是看小说，还是参与

话剧演出，都会感到温暖和亲切。”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
者 吴旭颖）今年

的中国国际动漫

游戏博览会（简

称：CCGEXPO）

现场，动漫游戏

行业正在不断拓

宽赛道，与传统

企业合作，助力

他们焕发新活

力。昨天下午，

一场CCGEXPO

与上海市动漫行

业协会联合主办“跨界·共创”动漫游戏商

务洽谈会在现场举行，上海图书馆、上海

市司法局、上海科技馆、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等非二次元企业的经验分享，让人看

见动漫游戏IP的更多可能。

打破人们的想象，上海科技馆及其

旗下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也

早已成为二次元游戏的“常客”。如今走

进上海天文馆游览，能够听到手机游戏

《时空中的绘旅人》中的角色为你语音播

报。去年，数字版的“上海天文馆”也在

游戏《和平精英》的地图里正式“开馆”，

迎接逾千万名游戏玩家的到来。

还有更多来自传统行业的橄榄枝，

借着CCGEXPO的平台，伸向了动漫游

戏行业。曾凭借“600号月饼”“600号画

廊”“精神粽”等一系列文创活动及产品，

一度成为网红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也在期待一次与二次元行业的牵手。相

关负责人介绍，中心如今面对的精神疾

病患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而二次

元文化的受众也是以80后至00后的年

轻一代为主，他们希望能通过与二次元

企业的合作，更好地为年轻群体提供与

心理问题相关的科普宣传或咨询帮助。

上海市司法局也带来了自家普法的吉祥

物“沪小司”。负责人表示：“年轻受众对

于法律知识是有需求的，所以诞生了

一些像罗翔这样的KOL。对于动漫

游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很重

要的法律服务。希望未来我们

能够更多地与二次元行业携

手，把普法做到二次元、青

少年群体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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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三场

牵
手
二
次
元

焕
发
新
活
力

让城市空间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胜利电影院所面对的海宁路乍浦路八

字路口，将打造成一个城市中心影视基地。”

近日，胜利电影院主理人沈斌告诉本报记者。

20天前还书写着“酱园弄”三个大字引无

数路人拍照打卡的灰色墙壁，如今再去看，发

现用于拍摄电影的场景墙体已被拆除，露出

原本被墙体掩盖住的老建筑。而隔着虹口区

乍浦路的马路东侧，改造得初现

端倪。弧形的三层楼建筑，灰色

的墙壁上嵌着朱红色做旧的门

窗，铁艺栏杆围起了曾经的故

事。接近完工的店面挂上了“椿

方圆”“对印茶局”等复古店招。

在北海宁路乍浦路路口，新竖起

一处黑色钢结构弄堂牌楼，上面

写着“酱园弄”三个字。

这一边，城市中心影视基地

按计划于8月底开张营业。业

态中会经营馄饨、面、汤圆、中式

茶楼、菜饭、排骨年糕等小吃，

“但是步入这些小吃店，你会发

现他们不是常规的餐饮店，卖的

不仅仅是餐饮，而是内容和文

化”。沈斌介绍。

沿街的“椿方圆”装修已近

尾声，除了一块高悬于门口的金

字招牌，步入店堂会发现从地上

所铺的花砖到屋顶上挂着的老

式吊扇，以及店堂内的中式木头

桌椅，墙上的照片摆设，无不是一派上海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风光。从店堂的后门走到室

外，便是一个旧式里弄的天井，一仰头好像就

会有晾衣杆从头顶的窗户冲出，暗处的小门

以方便弄堂里的邻居进进出

出。

“计划中，还有旗袍店入

驻，中式茶楼里也会安排评

弹说书。”沈斌说，这些都是

胜利电影院业态的延伸。“因

为电影《酱园弄杀夫案》的拍

摄，带来了胜利电影院周边

历史建筑的改造契机。百年

前，这里曾经是上海的‘电影

金三角’，我们想通过城市更

新，恢复这里曾经的烟火气，

恢复年代叠加的痕迹。”

百年历史的街上，充满

了历史建筑和它们留下的气

息，作为影视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未来，“来此一游”的

市民和游客在经过改造后的

饮食店用餐购物，茶楼听书

饮茶，都好似在亲身经历一

场年代电影场景。

据透露，已打造完成的

临街商铺面积有2000多平

方米，有待改造的还有1000

多平方米。随着乍浦路影视

基地正式投入改造，将吸引

更多海内外影视剧组拍摄上

海，讲述和传播上海。“无论

你是大片还是微短剧、广告，

只要题材符合，任何人都可

以来这里拍摄，我们不设限。”沈斌说。

老建筑是活态的，历史街区的烟火气仍

会继续。电影所营造出的光影梦幻，让城市

更新有了新途径。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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