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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渊）“新

春第一笑”怎能少了独脚戏《石

库门的笑声》，连续三晚，毛猛

达和沈荣海登台中国大戏院，

凭借连珠炮似的包袱和新梗，

让观众在感慨“笑得腹肌也要

出来了”的同时，直接“追”到公

众号后台询问下轮演出出票时

间，以便做好抢票准备。昨晚，

新东苑沪剧团团长沈慧琴加入

《石库门的笑声》的演出，演唱

沪剧《金绣娘》经典唱段“饮水

思源不忘本”。独脚戏和沪剧

两大本土非遗的携手，也让蛇

年春节更有味道。

既将经典段子里那些盘到

包浆的梗如数家珍，又给独脚戏

插上与时俱进的翅膀，毛猛达和

沈荣海这对黄金搭档从石库门

的家长里短，聊到年轻人追捧的

AI黑话，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被他

们精心酿制成段子娓娓道来，回

味无穷。有“追剧”足足7年的

老戏迷说：“他们这是要让百年

老字号再成爆款！”

事实上，在现场“追星”的

不只独脚戏戏迷和《石库门的笑声》的铁粉，还

有作为神秘嘉宾登场的沈慧琴。她在演出前接

受采访时就表示：“家里阿爸姆妈都是滑稽戏

迷，我从小在电视里看毛猛达、沈荣海等老师的

表演，真没想到有一天能和明星同台。”“饮水思

源不忘本”是沪剧《金绣娘》中知名的唱段，也是

全剧情感的高潮，沈慧琴通过45句复杂的唱

腔，展现角色隐忍、坚韧与果敢的内心世界。而

每每唱到这段，也让她“饮水思源”，分外想念传

授她这部剧的恩师诸惠琴。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已演出逾170场，

“毛笋组合”不断创新内容，紧贴时事热点，用流

行的潮流梗“锁”住了老戏迷也吸引了新观众。

蛇年新春，上海马戏城吸引着八方来

客，看完《欢乐马戏》《时空之旅》的观众带着

欢声笑语走出剧场。《欢乐马戏》在今年春节

7天里共推出19场演出，为历年春节期间演

出场次之最。“今年，我们还将为观众推出一

个新的IP《精灵宝盒的秘密》，杂技剧《战上

海》也将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进行驻场演

出。”上海杂技团团长助理、欢乐马戏公司总

经理糜小草说。

大年初一上海马戏城就开始演出。截

至正月初五，《欢乐马戏》观众人数突破7000

人次。与此同时，另一招牌演出《时空之旅》

也吸引了近8000名观众观看。演出现场，

上海市民和游客齐聚一堂，共同享受快乐时

光。有意思的是，很多前来观演的外国游客

被邀请上台互动，他们与演员之间虽然语言

不通，但在与小丑互动的那一刻，观众的笑

声让人感受到，欢乐是没有国界的。

演出形式和内容上，《欢乐马戏》也推陈

出新。比如传统的鹦鹉表演被投影在高清

大屏上，观众们通过大屏幕，能够清晰地看

到鹦鹉打滚、骑车、滑滑梯、升旗等一系列可

爱又有趣的细节。演出团队也注入了新鲜

血液，来自上海马戏学校的新生力量带来的

“双人飞杆”节目，为整个演出增添了无限活

力。年轻演员在空中翻飞腾跃，每一个惊险

动作都让观众屏住呼吸，随后又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

演出结束后，剧场外也是一片欢乐的景

象。小朋友们兴奋地排着队，迫不及待地要和

刚刚还在台上演出的小马合影留念；一旁来自

新疆的“熊猫羊”也成了小朋友们的最爱，他们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们，给它们喂食。

为了确保演出顺利进行，上海马戏团每

天要安排150多名演职人员各司其职。同

时，上海马戏城还和往年春节一样，留出200

张公益票，赠送给春节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的留沪人员，比如大宁街道的工作人员、

市北医院的医护人员等，感谢他们在春节期

间的默默奉献，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欢乐与

城市的温暖。

上海马戏城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在新作

品的筹备方面，他们也在稳步推进。糜小草

表示一档名为《精灵宝盒的秘密》的全新剧

目正在筹备之中，“这档节目将沿着历史的

脉络，从夏商周至唐宋元明清，深入挖掘中

国杂技的发展历程，通过杂技、马戏与影像

巧妙融合，将《仕女出游图》、舞马衔杯上的

经典场景生动地展现给观众，让大家领略不

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魅力，感受中国杂技的博

大精深。”与此同时，上海马戏城正在建造的

中剧场已经封顶，其独特的小丑帽造型格外

引人注目。目前，中剧场的驻场节目也在精

心策划之中，据悉，全新的马术技巧有望融

入其中。在这座充满艺术氛围的剧场里，骏

马奔腾，骑手们展现着高超的马术技巧，为

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

上海马戏城还计划在位于杨浦的上海

时尚中心推出《战上海》杂技剧驻场演出，旨

在通过文旅结合的方式展现上海的红色文

化。位于杨浦区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毗邻

杨树浦发电厂，这里也是《战上海》中解放军

战士保卫的地方。除了演出本身之外，驻场

演出还将通过沉浸式的展陈、党课等形式，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和

红色文化。 本报记者 吴翔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前的广场上，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广东四地的九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为游客奉上多场精彩纷呈的

非遗民俗展演。两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民俗展演闹红火 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

活动昨天在京拉开帷幕。

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天津汉沽飞镲的

表演者用翻飞的铜镲碰撞出清脆的声响，

刹那间点燃了现场热烈的气氛。他们喊着

嘹亮的口号，不断变换各式方阵，动作整齐

划一，展现出天津沿海渔村渔民在大海中

拼搏的豪迈气魄，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现场观众纷纷拿出相机拍照留

念，赞叹声此起彼伏。

紧接着，北京延庆旱船的表演者身着

精美的戏曲服饰，划着旱船缓缓登场，生动

再现了《白蛇传》中游西湖的经典场景。他

们步伐轻盈、身姿灵动，仿佛将观众带入了

江南水乡的诗意画卷中。

昌黎地秧歌作为河北民间极具代表性

的项目之一，一登场便掀起了一阵高潮。

演员们身骑小毛驴，或手持扇子、手绢，或

抬着花轿，或扮作媒婆穿梭其中。诙谐的

动作和表情让现场笑声不断，营造出浓郁

的喜庆氛围。

欢乐还未消散，中幡表演便瞬间吸引

了全场观众的目光。只见九米高、几十斤

重的中幡在表演者的手中、肩上、头顶、下

巴等部位上下飞舞、交替腾挪，完成了“霸

王举鼎”“金鸡独立”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引得全场观众目不转睛，惊叹不已。

随后，天津的大道张庄登云武会和梅厂

同议高跷会带来了精彩的高跷表演（见上

图）。大道张庄登云武会有百年历史，只见

高跷上的表演者身着戏曲服饰，动作矫健，

一招一式饱含戏剧张力，令人目不暇接。

梅厂同议高跷会中，表演者通过“拉龙”和

“驮象”等传统节目，展现了高跷艺术的独

特魅力。其中几位小演员虽年纪轻轻，却

气场十足，熟练挥舞棍棒，赢得阵阵喝彩。

作为老北京年节时的特色表演形式，

京西太平鼓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表演者手持太平鼓，伴随欢快的鼓点

翩翩起舞，传递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寄

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美好生活的祈愿。

今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广东普宁英

歌表演也来到现场。普宁英歌气势磅礴，

被誉为“中华战舞”，表演者们身着战袍舞

服，面绘脸谱，挥舞棍棒，通过击、扑、踢、缠

等动作，以豪迈的舞姿展现了南拳的精髓，

传递出扬正压邪、吉祥平安的美好寓意，将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河北易县摆字龙灯作为重头戏出场。

表演中，巨龙腾飞，舞者们巧妙运用十三节

龙身加领龙绣球摆出“时和岁丰、年年大

吉”等吉祥祝语，表达了对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

表演结束后，全体演职人员共同登台，

现场千余名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有观众

表示：“这场民俗展演活动太精彩了，不同

地区的非遗项目各具特色，让我们大饱眼

福，真切感受到了传统年俗的魅力，也在这

热闹的氛围里寻回了记忆深处的年味，希

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正月十四至十五，中国非遗馆还将举

办元宵专场演出，让观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充满文化韵味的新春佳节。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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