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向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巾帼英雄们致敬， 新东苑沪剧团创排了首部抗疫题材沪

剧 《玉兰花开》。 图为舞美概念海报。 （新东苑沪剧团供图）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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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 “防疫与

光影———防控常态化下的长三角影院

重启” 主题论坛暨上海影院金融服务

平台成立及发布活动昨天下午在上海

科技影城举行 。 来自长三角地区影院

及医学界的专业人士就 “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的影院行业发展 ” 这一主

题展开深入交流 。 上海影院金融平台

的成立也将实现多方联动 ， 为行业健

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

书长金辉表示 ， 长三角地区一直是中

国电影市场的票房重地 ， 在国内电影

市场具有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 。 随着

影院上座率限制从 30%提高到 50%，

标志影院行业正进一步从复工初期向

正常经营过渡。

活动现场 ， 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

台正式成立。 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台

现有项目包括上海影院标准化无抵押

影院融资项目 、 影院设备融资项目以

及 “沪影通” 电子观影券项目 。 其中

“沪影通” 项目旨在通过招募全市影院

加盟并对接公益售票平台 ， 由售票平

台方或影院协助平台预售观影券 ， 销

售款项打入监管账户 ， 账户所得款项

按影院审评条件进行分配。 除此之外，

平台还通过协会推荐 ， 头部影院企业

担保的方式， 为融资难贷款贵的中小

型影院提供贷款渠道 。 截至目前 ， 招

商银行已成功审批通过三家中小型影

院授信 ， 合计金额约 600 万元 ， 已发

放小企业贷款 192 万元 ； 建设银行则

在全市挑中五家影院作为试点 ， 并将

在明确放款流程后于全市推广 。 据介

绍， 上海影院金融服务平台下一阶段

将根据细分行业特点 ， 进一步推出特

色产品 ， 根据设备设施 、 诚信经营 、

票房金额、 单座产出等维度制定白名

单准入标准， 为影院企业贷款建立畅

通审批渠道， 以创新方式加大对影院

企业的扶持和帮困。

在 “防疫与光影———防控常态化

下的长三角影院重启 ” 主题论坛上 ，

多位影院及放映协会负责人分享了防

疫心得。 以影厅消毒为例 ， 除了使用

新风系统与消毒剂等常规步骤外 ， 部

分影院还引入高科技手段 ， 如在放映

厅内安装静态悬吊紫外线消杀系统 、

建设 “离子盾 ” 放映厅 、 安装中央空

调系统杀菌模块等 ， 为观众提供更安

心的观影环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 急诊科主任陈明泉从

专业角度出发， 认为对传染源的控制是影院防疫的重中之重， 需要

通过严格实施佩戴口罩等措施切断传染途径。 他指出， “对于电影

院这样的人群聚集性场所来说， 首先是要确定 ‘防谁’， 第一关卡

做好了， 上座率的影响就相对有限。”

本次活动由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联盟指导、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

映行业协会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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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民营沪剧团10?原创新编作品
尽显“根深叶茂”

上海首届沪剧月展演活动今起正式拉开帷幕———

文艺繁荣的上海， 最接地气、 最受市

民喜爱的剧种是哪个？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

会经过一年的调研排摸给出答案———是沪

剧。 在上海 300 多个民营院团中， 沪剧团

数量、 演出场次高居首位， 加之活跃在基

层社区的一大批沪剧演唱队、 沪剧社团，

他们活跃于商演舞台 ， 也服务于里弄街

道， 深受广大上海市民观众的喜爱。

从今日起， 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主

办的上海 “首届沪剧月” 展演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 文慧

沪剧团、 新东苑沪剧团、 勤苑沪剧团、 彩

芳沪剧团、 紫华沪剧团、 九瀚沪剧团、 沪

林沪剧团、 民乐沪剧团、 海天沪剧团、 陇

韵沪剧团———来自全市 10 家民营沪剧团

的 10 部原创新编作品将集中演出一个月。

其中， 既有多年参加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

展演的 “老将”， 也有诞生不久却已经在

观众心中树起口碑的 “新人”。 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 以原创或新编的方式， 演

绎老百姓的生活， 讲述打动人心的故事。

来自民间、 扎根基层、

服务百姓，在市区乡间焕发
勃勃生机

“上海是国际化的文化大码头， 新兴

文化表演样式层出不穷， 但沪剧观众并没

有流失。”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

说， “沪剧的根深叶茂确实是得福于 ‘土

壤’ 好！” 作为上海本土的非遗剧种， 沪

剧拥有得天独厚的培植土壤， “但传承好

这门艺术， 离不开人才接力和创作续力”。

今晚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首部亮相

的作品是勤苑沪剧团原创沪剧 《银杏树

下》。 该剧在此前已经试演十余场， 精简

后的 “社区版” 更是深入基层， 请观众品

评 20 多次。 勤苑沪剧团团长王勤与主创

团队仍在精益求精， 不断调整舞台呈现。

“有热心观众来电指正， 插秧的动作应是

一前一后， 而不是一左一右， 我们的表演

有不合理之处。” 王勤说， 观众是作品真

正的 “老师”， 一部合格的舞台作品要经

得起一次次地检验， 在不断演出中打磨修

正 ， 趋于成熟 。 正是抱着这样的创作态

度， 勤苑沪剧团在近 20 年的发展中， 得

到越来越多市民观众的青睐， 成为各区文

化配送菜单上的 “必选”， 每年深入全市

200 多家基层单位， 将沪剧艺术送到老百

姓的家门口。

今年 ， 全国有超四万名医务人员支

援湖北 。 为向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巾帼英

雄们致敬 ， 新东苑沪剧团打造了首部抗

疫题材沪剧 《玉兰花开》。 由于某些情节

需要演员佩戴口罩与护目镜表演 ， 考虑

到话筒音质会受到影响 ， 新东苑沪剧团

团长沈慧琴与主创团队们反复做实验 ，

最终为舞台定制出专用的口罩 。 “换服

装也是一大难点， 平时后台换装几十秒就

要完成， 但这次防护服穿不好， 就要耽搁

一两分钟。” 沈慧琴向记者说起创作中的

种种细节 ， 正是这些 “小 ” 处 ， 折射出

作品的品质。

“身边的故事 ”成为创
作热点， 展现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

令人欣喜的是， 一批上海优秀民营沪

剧团在创作中不断进取， 逐渐摆脱单一的

流派唱腔翻唱， “身边的故事” 成为近年

来创作的热点。 “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

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资源， 这些 ‘文

化基因’ 并不仅仅是存在于博物馆、 文史

馆中的史料， 它们恰恰就是流传于身边的

鲜活历史和记忆。” 文慧沪剧团团长王慧

莉说， “沪剧不只是根深叶茂， 还要花开

争艳、 硕果累累。 ‘沪剧月’ 搭建的这个

平台， 将进一步助推沪剧艺术的创新与传

承， 让本土戏曲创作与时代同呼吸、 与人

民心意相通。”

比如 ， 民乐沪剧团推出的 《板桥

霜》， 讲述抗战时期闵行地区地下党为了

民族正义而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的故事。

陇韵沪剧团通过一部 《相约梅家弄》， 艺

术再现了梅陇地区革命历史斗争史诗和

地方人文风情 。 紫华沪剧团的 《华家儿

女 》 则以华漕人民抗日的真实史实为创

作蓝本， 再现平民英雄的悲歌……这些原

创新编沪剧作品不仅传承发展了申曲的一

腔一调、 一招一式， 也在展现上海红色文

化的同时 ， 让观众获得了对党和国家更

深的归属感。

地属三林地区的沪林沪剧团成立于

2015 年 ， 是当地首个成立的民营剧团 。

去年， 剧团推出原创作品 《人间自有真情

在》， 连演 50 多场———围绕亲情的感人叙

事， 对人心向善的艺术刻画让观众很受触

动 ， 而剧中人物捧出的三林特产 “老八

样”， 更让观者会心一笑， 既充满了浓郁

的 “家” 的味道， 也体现了当地文化和海

派特色。

文慧沪剧团大型原创沪剧 《心归何

处》 聚焦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宏大历史背

景， 描写了一对母子十几年的舐犊情深和

人间大爱， 展现了人与城市的羁绊、 人与

时代的深切关照。 来自松江九亭的九瀚沪

剧团更具历史发掘的眼光 ， 将民间传说

《孟姜女》 “旧曲新唱”， 站在时代的角度

进行重新诠释。

舞剧创作“她视角”：

年龄给予“30+”女演员最好的加持

《永不消逝的电波》《花木兰》中的“她”为何动人———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下

简称 《电波 》） 中 ， 兰芬身着旗袍 ，

轻摇蒲扇 ， 舞起曼妙的 《晨光曲 》；

《花木兰》 里， 女将军卸下戎装再执

铜镜， 用 《铜镜舞》 表达对 “美” 的

天然盼望； 《杜甫》 中的 《丽人行》

尽显盛唐雍容华贵， 还原诗中的 “态

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

粉黛巾帼， 各展芳华， 这些舞剧

中的 “名场面” 都出自 80 后女编导

韩真 、 周莉亚的创作 。 前天 ， 这对

“幕后双姝” 做客 “青年中国说”， 畅

谈舞剧中的 “她视角”， 讲述爆款舞

剧背后的秘诀。 此时此刻， 《电波》

正在全国各地巡演 ， 而舞剧 《花木

兰》 将于 9 月 1 日、 2 日亮相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

经 历 过 挣 扎 与 痛
苦， 女舞者才能从蜕变
到重生

在许多人眼里， 旗袍是上海女人

的代名词， 温婉、 精致、 有格调。 在

上海歌舞团创排的 《永不消逝的电

波》 中， 身穿旗袍的兰芬用无声的语

言演绎出了中国妇女的坚强。 全剧从

李侠 （王佳俊饰演） 与兰芬 （朱洁静

饰演） 假扮夫妻在上海开启潜伏生涯

开始， 他们每日行走在生与死的刀锋

上， 最终迎来生死抉择。 “兰芬是站

在李侠身后的女人。” 周莉亚告诉记

者， “朱洁静性格外向， 此前在 《朱

鹮》 和 《霸王别姬》 里都饰演最出彩

的角色。 为了演好兰芬， 她必须打碎

之前所有的成功经验 ， 学会掩盖锋

芒， 藏在李侠的身后， ‘顶着他’ 共

同完成这台戏 。 从蜕变到重生的过

程， 相当挣扎与痛苦。”

周莉亚认为， 中国青年舞蹈演员

有着优秀的肢体能力， 但一些演员习

惯写意表达， 对于角色性格的刻画相

对较浅。 排演 《电波》 时， 编导与演

员们一同琢磨人物， 从一个转身、 一

个回头、 一个抬头和对视的细节中打

磨演技。 “眼睛盯着近处还是远处，

视线聚焦于实地还是虚空， 这些细小

差别在舞台上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效

果。” 创作像是建房子， 带着新鲜感，

也有紧张感 ； 打磨好比 “精装修 ”，

把细节掰开揉碎再合成 。 看着 《电

波》 中角色日渐丰满， 让创作者有着

一种痛并快乐的 “幸福感”。

兰芬展现出了江南女子温婉外

表下的坚定信仰和强大内心 ， 而花

木兰则是真正的 “女汉子”。 宁波市

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 《花木兰 》 讲

述了北魏时期， 为了保卫家国安宁，

木兰 （郝若琦饰演 ） 女扮男装替父

从军 ， 并完成使命 、 荣归故里的故

事 。 用舞步书写女性的大义勇气和家

国情怀。

在韩真的眼里， 身高 1 米 76 的郝

若琦肩宽腿长、 率性聪敏， 是出演木兰

的不二人选 。 此前 ， 她们曾合作舞剧

《杜甫》， 郝若琦饰演 “妃”， 是 “爆款”

《丽人行 》 的领舞 。 为了在 “女汉子 ”

身上 “抠” 出唐朝宫中贵人的媚和魅，

她从抬手、 送腰、 踢腿、 扭胯等细微处

着手， 潜心揣摩盛唐韵味。 “演完 《杜

甫》， 郝若琦的性格中添上了一层女性

柔美， 演花木兰就越发得心应手。” 周

莉亚认为， 演员必须拓展人物塑造的多

面性， 积累经验反哺表演， 让舞台上的

演绎更加成熟。

“30+” 是最好的时
光， 演员需要岁月积淀来
丰富感悟

这个夏天 ， “30 +” 女性的话题

引发很多关注。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里

“冻龄” 女星们重燃激情， 电视剧 《三

十而已 》 聚焦职场女性 ， 一批 “30+”

女舞者也闪耀着最绚烂的光芒， 点亮中

国原创舞剧的舞台。 “舞者凭借肢体的

张力和灵魂深处的信念诠释角色， 年龄

给予女性最好的加持， 让她们与角色共

同成长。” 韩真说。

朱洁静在 《电波》 中的表演是内敛

的。 诀别那场戏里， 兰芬捏着旗袍一路

远走， 明明心留在身后， 脚步却只能前

行。 “革命者的心愿是让下一代看到胜

利成果， 她必须带着孩子见证这一切。

远离爱人时的五味杂陈， 是二十出头的

姑娘们难以体会的。” 韩真认为， 兰芬

素雅的外表下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定， 来

源于共产党人强大的信念。 “如何拿捏

柔软与刚毅之间的分寸， 让角色更具真实

性？ 演员需要岁月的积淀来丰富体验和感

悟。”

《花木兰》 的演绎正相反， 尽管郝若

琦性格爽朗， 但这台戏需要极限地放大自

我。 舞剧收尾处， 花木兰挥舞长剑， 身后

是拜服她的千军万马。 “女演员必须无视

性别界限， 大胆释放心中那团炙热的火。

如果没有丰沛的舞台经验和生活历练， 她

很难突破女孩的天性禁锢。”

“‘30+’ 是女性最好的时光 。 在创

作中， 我们的理性、 感情、 经验和掌控力

都到了可以看破全局的阶段， 好像拨开云

雾见明月。” 韩真说。

拥有乘风破浪的心
态 ， 作品才会有动能 、

有生命力

从 2014 年创排舞剧 《沙湾往事》

起， 韩真和周莉亚还合作了 《杜甫》

《花木兰》 《电波》 等大戏。 当剧场

演出重新开放后， 几台戏纷纷开启巡

演。 前不久， 她们在微信群同时收到

来自三个不同剧场、 不同剧目的谢幕

视频， 观众均以最热烈的掌声褒奖艺

术的回归。 “四台戏， 我们一步一个

脚印走来， 希望将来的每一步都能走

得再踏实一点。” 她们透露， 目前正

在为东方歌舞团创排古典题材的新

戏 ， “在没有强大叙事压力的情况

下， 尝试把舞蹈的本质发挥得更极致

一些。”

据悉， 《电波》 创排结束后， 韩

真、 周莉亚还参与了一项有关秦朝的

陕西文旅演出， 合作者是舞美设计大

师乔治·西平等国际团队。 乔治·西平

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舞美设计

师之一， 同时也是知名的雕刻家、 建

筑师和影视美术设计师， 曾担任索契

冬奥会开幕式的舞美设计。 为了完美

展现中国古代的瑰丽文化， 她们翻阅

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 仅剧本创作就

耗时一年半， 改了几十稿。 今年疫情

期间， 剧本刚刚翻译完成交到乔治·

西平手上 。 双方通过视频越洋交流

时， 这位年近七旬的哈萨克斯坦老人

诚挚地说， 通过剧本他 “重新认识了

中国”。 “那一瞬间， 泪水就在我的

眼眶里打转。” 周莉亚透露， 乔治·西

平的舞美设计已修改到第五稿， “每

一稿都制作成 1∶100 的模型， 可以直

观看到设计细节。”

从原创舞剧到大型文旅项目……

“舞剧双子星” 正在尝试更多可能性，

享受着搏击风浪的乐趣。 “创作就像

在写一本书， 写书同时你也融入了书

中。 女人永远要有自己的追求， 拥有

乘风破浪的心态， 作品才会有动能、

有生命力。”

文化

■本报记者 宣晶

▲宁波市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 《花木兰》。

荩上海歌舞团创排的 《永不消逝的电波》。

（均演出方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