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陆建萍是第一次

看沪剧，虽然听不懂上海话，但并不妨碍她

入戏，她说：“《日出》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都

是很熟悉的，不会有理解障碍。上海的老

洋房每一座都写满故事，本身就带着氛围

感，演员又是在你眼前表演，带来的情感张

力还是很震撼的。”

这是上海沪剧院所在的105岁老洋房

首度变身立体舞台“开门迎客”，环境式沪

剧《日出》将于12月23日起上演。观众将

有机会踏入汾阳路150号，在这座拥有历史

积淀的邬达克建筑中欣赏一台别致的“洋

房沪剧”。作为上海沪剧院文商旅结合剧

目，日前，该剧邀请小部分外地游客做观剧

测试。

观演距离不足一米
步入老洋房，沿着旋转楼梯拾级而上，

二楼130平方米空间被分成“客厅区”和“休

闲区”两个表演区域，观众席围绕小舞台设

置。主演区“客厅”里有两个双人沙发，为

了环境式演出，特意设计成正反摆放，既不

妨碍演员交流调度，也能最大程度照顾到

所有的观众。

“李石清”正责怪太太无用，无法混入

太太圈。这个卑鄙而又野心勃勃的男人，

为了能往上爬，丢下生病的孩子，为了充

场面还典当了唯一一件大衣。这是一场

情绪激烈、极具爆发力的戏，演员表演距

离观众最近时不足一米，脸上每个微表情

甚至一滴泪，都可清晰捕捉。有前排观众

开玩笑说：“就怕看戏太投入，屏不牢甩这

个‘渣男’一耳光。”

虚实结合“一秒入戏”
《日出》是剧作家曹禺“生命三部曲”之

一。1982年，上海沪剧院首度将《日出》搬

上舞台，曹禺亲临剧场观看演出并表示：

“沪剧改编具有上海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

沪剧艺术的优势和特长，非常大众化。”此

后，这部作品成为沪剧舞台上西装旗袍戏

的代表剧目之一，四十余年来，常演常新。

环境式沪剧《日出》以同名舞台版沪剧

为蓝本进行整理改编，在保留经典唱段的

基础上，融合传统戏曲和现代流行音乐元

素，降低“圈外”观众的观剧门槛。作品还

运用数字多媒体技术，以特色老建筑为场

地载体，结合当下流行的小剧场戏剧模式，

打破传统镜框式的舞台，让观众“一秒入

戏”，达到“情、景、境”的共鸣，打造“沉浸式

表演”+“沪文化”的演出新形式，也希望能

因此吸引年轻观众。

非遗元素融合传承
剧中饰演陈白露的是青年演员郜逸

萍，她熟读原著，又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灵

感，她说：“我不想把她（陈白露）演绎成刻

板印象里的交际花，实际上她也不是。”沪

剧演员钱思剑本已退休，也被请回来担纲

出演潘月亭。以往大多饰演正面人物的

他，如今斜叼烟斗一副六亲不认的模样，倒

让老戏迷感叹“认不出”了。

此外，国家级非遗瑰宝“苏绣”和“东阳

木雕”的加入也带来不少惊喜。剧中饰演陈

白露的郜逸萍将穿着“苏绣皇后”姚建萍亲

自设计并手工刺绣的旗袍演出，而“木雕泰

斗”陆光正用“东阳木雕”传统技法雕刻的家

具摆设，也将让这出环境式沪剧更添精致。

沪剧、苏绣、东阳木雕，三大非遗的携手将在

这部剧中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据介绍，环境式沪剧《日出》每场可容

纳80位观众，日场演出将开放洋房花园作

为新的演区，夜场还会在小楼外立面进行

光影秀和开场旗袍秀等。由上海沪剧院与

上海精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这

部环境式沪剧以后将在此长期驻演，并结

合中国时令节气设计主题专场演出。

本报记者 朱渊

巴金始终热爱青年，他嘱

托青年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

诚的人”。在巴金先生诞辰

120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

的青年作家在上海作协济济一

堂，参加由上海市作家协会、

《收获》文学杂志社、巴金故居

共同主办的“青年与文学的未

来——青年作家创作座谈

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座谈会。

《随想录》是每一位青年作

家的必读书。董夏青青说，她

在读《随想录》时，告诉自己要

勇于认识和解剖灵魂深处那些

阴暗的东西，也要像巴金先生

那样勇于走进一线，写下最可

爱的人的故事。索南才让读

《随想录》的感受要好多年之后

才反映出来。他说：“当我写作

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巴金、

老舍那一代始终有一个在我

身上目前还没有，或者不充沛

的品质，那就是勇气，一种能

够真正地直面生活，甚至能够

更狠地直面自己的勇气，一种

能够让自己面对自己，把自己

撕开，让自己听到那个声音的

勇气。”

作家王占黑每每看到《随

想录》中“说真话”“写真话”，总

是感到动容，“最简单朴素的话

有最简单朴素的道理，巴老说

‘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

够看见彼此的心了’，我想了想

觉得写作本身就是把自己的心

挖出来、掏出来，不要怕没有人

会看，没有人会接，没有关系

的，只要挖出来就好了”。“巴老

的文学世界有狂风，也有暴雨，

但他始终不畏风雨，慎思笃

行。他的《随想录》展示了一个

真正的作家在时代激流中应该

怎样写作，如何为人。今天的

青年作家要学习巴老有勇气去面对现实的纷繁复

杂，有定力去质疑世界的光怪陆离，用勇敢而又个性

的写作方式来表达真实的自我。”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高渊说。

1957年，由巴金创刊的《收获》杂志在上海诞

生。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等众多先锋作家从

《收获》杂志推出的“青年作家专号”起步，成为文坛闪

亮新星。近十年来，《收获》再度定期推出“青年作家

专号”，不少青年作家的文学第一步始于《收获》。

“再次阅读巴金先生1986年写给青年作家的致

辞，仍然感怀其中的朴素与真切。”作家王苏辛说，青

年作家要终生成长。

本报记者 徐翌晟

12月5日至8日，上海芭蕾舞团将携海派

芭蕾代表作《茶花女》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

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连演5场。这是继2017

年经典版《天鹅湖》在墨尔本大获成功后，上海

芭蕾舞团时隔7年再次登陆澳洲，以海派足尖

演绎世界名著。

不同于往年由国际演出商接洽世界巡演，

此次上芭《茶花女》澳洲行是上芭和昆士兰芭

蕾舞团首度尝试“交换演出季”的项目。2018

年，昆士兰芭蕾舞团受上海芭蕾舞团邀请来沪

演出《仲夏夜之梦》，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而

《茶花女》则是上芭亮出的交换剧目。团长季

萍萍表示：“这是上芭首次尝试以交换演出季

的形式‘走出去’，也是上海和昆士兰州结好35

周年的重要文化体现。”

上芭版《茶花女》由英国编导德里克·迪恩量

身定制，以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创作的小

说《茶花女》为蓝本，首演于2019年第21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凭借引人入胜的剧情、充满

戏剧张力的编舞、华丽精致的舞美以及演员全

情投入的演绎，一经亮相就反响不俗。

首演以来，该剧先后赴北京、澳门、江苏、

福建、江西等地巡演近50场。“作为海派芭蕾

演绎世界名著的代表作，《茶花女》完美体现了

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实力。”上芭艺术总监辛

丽丽表示，“它以优雅和戏剧化的芭蕾语汇再

现了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不仅收获了良好的

口碑，在演出市场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

相比拥有48只“天鹅”震撼唯美的经典

《天鹅湖》，戏剧芭蕾《茶花女》注重细腻入微的

情感演绎，编导德里克 ·迪恩表示：“《茶花女》

的魅力在于故事的荡气回肠，以及如何通过肢

体将人物复杂的情感一层层地传达给观众。”

此次赴澳演出，上芭亮出全明星阵容——

首席明星、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和戚冰雪将分

别扮演男、女主角阿尔芒和玛格丽特。此外，

上芭首席明星、国家一级演员范晓枫将在剧中

饰演普吕珰丝，她的表演把这个满眼利益的角

色刻画得淋漓尽致。上芭主要演员冯子纯、袁

岸璞也将担任主演。同时，上芭一批在国际各

大芭蕾舞比赛摘金夺银的优秀演员和Z世代

后起之秀都将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

“我一直关注着上芭的年轻舞者。”德里

克 ·迪恩说道，“他们懂得思考，这些年来的成

长非常迅速。大家齐心协力，演出《茶花女》强

烈的戏剧性，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故事中。”据

悉，此次演出得到了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

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艺术发展基金、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

的关心和支持。

本报记者 朱渊

上芭《茶花女》将赴澳展现海派风情
首次尝试“交换演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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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洋房看《日出》
上海沪剧院首推环境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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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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