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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海派文化的一次尝试，细腻的说表与

演唱背后，显现的是海派文化的叙事气

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生活氛围与烟

火气息。我们尝试用评弹的艺术手法

让《繁花》在舞台上更有立体感，更

具趣味性。”

出人意料的是，《高博文说繁花》

不仅在江浙沪地区引起热议，更获得不

少香港地区观众的喜爱与认可。2019年 5

月在香港地区演出时，台下的年轻观众达到

了一半以上，而且大多数是江浙沪籍的第二代、

第三代在香港的青年。“其实他们对江浙文化已经生疏了，

但是通过《高博文说繁花》，既让评弹这样的以江南文化、海派

文化为代表性的剧种，父辈甚至祖辈喜欢、眷恋一辈子的剧种

被了解，被喜欢，又让年轻观众对上海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

红色文化

今年7月11日、12日，改编自孙甘露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

的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同名评弹作品，首次上下部连演，全

本亮相天蟾逸夫舞台，获得好评。“《千里江山图》没有脸谱

化的人物，那些革命先辈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为了

理想信念，为了国家、人民的未来挺身而出，如评弹中所唱——

理想信念深铭记，千钧重任一肩担，位卑岂敢忘忧国，天地生

民系心怀。”高博文说。

向来以柔美抒情著称的评弹，如何演绎红色文化，展现革

命题材？对此，小说原作者孙甘露坦言：“我曾经幻想过这部

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各种形式，但唯独没有想过会被评弹演绎，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发现用评弹来演绎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

因为在上海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南方，用评弹的方言来讲述这

样的一个特殊的故事，描绘当时的时代风云，以及社会生活、

万家灯火，我觉得效果可能是非常强的。因为你很难在一部电

影和电视剧中完全使用方言，所以我个人抱着极大的兴趣，并

期待这样一部作品。”

事实上，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演绎红色文化，历来

是有传统的。“上海评弹团建团七十多年来，拥有《白毛女》《刘

胡兰》《红梅赞》《江南春潮》等至今为观众津津乐道的红色作

品。2022年中篇评弹《战·无硝烟》摘得中

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榜首）。”高博文

自豪，评弹团有丰厚的红色作品“库存”。

守正方能创新，传承充满自信，在高

博文看来，这一代的评弹艺术传承人，

无疑具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我们评弹艺术的文学性要求很高，文

本尤其重要。很多人都说，评弹尤其应

该改编文学作品，而且应该改编当代文学，

这样起点就高。”从《繁花》到《千里江山图》，

这也是上海评弹第二次改编茅盾文学奖作品。不同

于《繁花》的海派气质，对于《千里江山图》，高博文追求“不

只唱流派，更要塑造角色，让观众听得过瘾、看得感动”。

毋庸置疑，对于这样一部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 25 万字的

小说，如何用两个晚上的评弹演绎，高博文坦言挑战很大。“如

果用平常的传统形式一桌三椅，一桌二椅，我觉得当然也好像

相对容易一点、可行一些，但是上海评弹团的特点就是希望在

整个表演的形态上，以及审美情绪上都要有所突破，有一些创

新，要有一些拓展，这才是我们做这样一部作品的初衷。”为

此，这个集结了全团最强阵容的剧组始终在不断摸索新的表演

形式，但高博文表示，虽然会有创新，还是会立足评弹本体，

发挥评弹说、噱、弹、唱、演之艺术特色，探索评弹演绎红色

谍战、表现重大题材的艺术空间——舞台呈现上会有一些符合

现代审美的新尝试。诸如说书先生不穿长衫旗袍，而是穿上角

色的服装。台上不只有“一桌两椅”，而将进行“沉浸式”的

空间营造，在舞台调度上将引入现代剧场手段，以期让小说名

著在舞台上呈现得别致、精致乃至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向来擅长塑造正面角色的高博文，此次挑

战演出反派角色，扮演国民党“王牌特工”易君年，这也是他

自己选择并提出的挑战。“易君年是一个外表绅士、性格复杂

的人物，他高大帅气，生活有品味，连香烟都只抽‘茄力克’，

演绎他不是要塑造一个让人恨得咬牙的‘渣男’，而是不断挖

掘易君年一切行为的内心逻辑。”

从吴侬软语的江南文化，到烟火气息的海派文化，再走进

激情燃烧的红色文化，古老的评弹艺术，在新时代守正创新的

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正如高博文所说的那样：“我们不

能总在同一批花上采蜜，要开辟更大的花田，激起更多年轻人

对海派文化腔调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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