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剧团、小剧种，大题材、大勇气
常州市滑稽剧团来沪演出《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小剧团 、小剧种 ，大题材 、大勇

气。 ”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这样评价常州

市滑稽剧团创排的滑稽戏 《陈奂生的

吃饭问题》。作为“艺起前行”优秀新创

舞台作品上海展演首部亮相的外地剧

目， 该剧上周连续两晚在上海大剧院

上演。 这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的舞台作品， 来自一个25人的小剧

团，用两个小时“笑中带泪”的滑稽戏，

完成了当代农民对人生命运、 对时代

变迁的检视与思考。

如何用“接地气”的喜剧完成重大

主题创作？如何在现实题材书写中，体

现民生关切、时代观照与人文关怀？观

演后的创作经验交流会上， 上海的专

家学者纷纷表示 ，《陈奂生的吃饭问

题》 在当下戏剧创作有相当独特的启

示意义和可贵的借鉴价值。

“这对当下重大题材作
品创作中时有所见的同质
化现象，是一个可喜的反拨”

“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

不是吃饭问题……”主角“陈奂生”一

开场就用一段喃喃自语抓住观众的注

意力。 “陈奂生”这个人物对许多人来

说并不陌生， 原型出自于著名作家高

晓声小说《陈奂生上城》中的主角，是

处于历史交接期一代农民的缩影。 而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选择聚焦其“漏

斗户”这一形象，延续原著人物的性格

逻辑和特征，创作出全新的故事，以表

现改革开放40余年间中国农民的命运

变迁。

当以幽默著称的滑稽戏遇上厚重

的现实题材， 如何显得不突兀是摆在

创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以往滑稽

戏题材很少触及民生问题这类太‘大’

的题材，就怕喜剧效果出不来。 ”该剧

编剧之一张军坦言。 而这种碰撞也引

起了上海专家的关注。 “农民与土地的

生死关系让这部戏永远不会过时。 ”上

海市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

博敏表示，“但要说好这样的故事并不

容易， 不仅要深刻理解农村的土地政

策、深刻理解中国农民，而滑稽戏的演

绎起到了‘接地气’的作用。 ”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著名文艺评论家郦国义指出：借

助和丰富“陈奂生”这个当代文学史上

的典型形象， 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

貌和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以诙谐夸

张的艺术手段， 生动形象又不乏深刻

地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 这是这部

剧作最突出的亮点。 这对当下重大题

材作品创作中时有所见的同质化现

象，是一个可喜的反拨。他说：“这再次

促发我们思考：选题的确立，如何凭藉

和开掘地域的文化人文资源； 形象的

塑造， 如何注重思想的深刻和故事细

节的血肉丰满； 而艺术的呈现又怎么

雅俗共赏，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

该剧的成功， 在这些方面带来了颇多

借鉴和启示。

陈奂生一家人的 “吃饭问题”，背

后折射的是一部家族史， 更是中国乡

村史、社会史，上海市评论家协会主席

汪涌豪认为：“常州这样一个小剧团，

能够以滑稽戏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当代

乡土文学的思考中来，是了不起的。 ”

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 ，

先求“细小”才能“宏大”

舞台上，苏南农村民居剪影、散落

的农具物件以及简单的桌椅摆设，犹

如一幅乡村生活风俗画， 透着乡野的

本真与自然， 更是艺术出现上的真实

与朴拙。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里，

“陈奂生” 的扮演者张怡没有片刻下

台， 他从角色的青年时期一口气演到

78岁，而一次次时间“闪回”的倒叙设

定， 全凭演员对形体和嗓音的控制来

实现。张怡说，要把握好不同年龄段的

特征很难， 但最难的是要演出陈奂生

对底线、 对土地的坚持———面对傻妹

死前的托付， 面对吴书记对自己生活

的关心，面对儿子陈两贪污的200?元

公款，外表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陈奂

生如何迈过一道道生活的坎儿、时代的坎

儿， 从中照见的是中国农民身上朴实、善

良、真诚的精神特质。

文艺评论家荣广润认为，陈奂生艺术

形象得益于文学底本的助力，续写的人物

故事则提炼自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民

经历的悲欢离合、时代变迁，浓缩在了“吃

饭问题”里，“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

当下有些创作“从概念出发，从世界出发，

从几个人物的英雄行为出发，但是比较少

的是从生活出发，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从

这个角度说， 陈奂生应该值得好好学习，

提醒创作者“应该更多的从艺术的角度看

待生活，从生活当中汲取艺术的营养”。

方家骏也认为，这个戏再次提醒了创

作者们，戏剧不可违背的一个规律，就是

一个以小见大的艺术操作规律。 “凡是比

较好地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律，成功率可能

就大一些。为什么有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在

观众眼里不感人，恐怕就因为它铺展得太

大，没有从人的心理，从细小入微的方面

去切入，去展现它背后宏大的历史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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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

周年， 说到抗日战争， 我们中国人有四个始终铭记在心的特殊日
子：“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和“八一三”。 从历史上“大”和“小”

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来将抗日战争史分成全面抗战和局部抗战，发
生在1931年和1932年的“九一八”“一·二八”与发生在1937年的
“七七”“八一三”就分在了两个不同时期。而现在统称的“十四年抗
战”就将这四个日子归在了一个时期。

“一·二八”与“八一三”都直接与上海有
关，起到扭转全局的作用

在上述四个日子中，“一·二八”与“八一三”（即1932年1月28

日与1937年8月13日）直接与上海有关，热映电影就聚焦了八一
三事变后的淞沪会战尾声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这两次战役是在不同的起因、 背景和目标下发生的。 “一·二
八”事变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
三省，策划建立伪满洲国。这一严重侵略行动导致了世界各帝国主
义国家间的利益不平衡，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为了转移
目标，日本侵略者通过挑起事端以转移视线。因上海有着相当特殊
的地位， 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地， 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
用，所以，日本侵略者选择在上海发动战争，具体挑衅位置就在杨
浦区的马玉山路（今双阳路）。马玉山路上的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民
族资本家所办的一个企业，与日本存在市场竞争关系，为日本人所
记恨。

当时，三友社工人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和三友抗日义勇军，400

余人每天在上班前操练。 西邻日商?华毛巾厂驻有日本海军陆战
队，设有瞭望台，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视为眼中
钉。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
行”为幌子， 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
内投掷石块，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
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
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一
批打手， 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 用石块猛砸天崎启升等
人，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

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日本
发动战争就以此为借口。

1937年淞沪会战，是当时中方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 “九
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由?北，而华北，步步南侵。中方判断，日本下
一步侵华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侵占武汉，再沿着粤汉铁路
南下广州。 这样，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中国
分隔?西两块，进而凭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主要依托于?南沿海
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最终灭亡中国。 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中方决策在上海
与日本会战，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这样，在上海能胜最好，不能胜，则且战且退，迁
都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间换时间，拖住日本，打持久战。决战地点选择上海，

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中方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相关
国如英、美、法等干涉或调停。 在当时中国，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只有上海。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二十多次会战中，发生最早、最为惨烈、最具战
略意义的会战之一。 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 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
潭。中国一扫以往“?亚病夫”“一盘散沙”形象，万众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呈
现在全世界面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淞沪会战中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振奋民
心的目的。 可以看到，这两次扭转全局的战争都与上海有关，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
特殊性有关。

历史中的大与小：人口面积小，在全国的经济比重
大，与世界联系大

就历史的大与小而言，上海的面积、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很小，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上海面积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 但是，就上海在当时
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而言，很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
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国最大，也是远?最大城市之一。 其时，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等
于南京、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抗日战争前夕，除?三省外，全国工厂数
的30%在上海，工业产值50%以上出自上海。 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
在上海，将产业置在上海。 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

举例来说，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包括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
局等涉及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的设施都在上海。 民间资本如李鸿章、曾国藩，他们的
私人投资也都在上海。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但他
把家迁到了上海，资产也都存在上海。 阎锡山的主要财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

从上海与世界联系角度看，占比也很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外国对华出口
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 ?行投资的79.2%、 工业投资的67.1%、 ?地产的
76.8%， 均集中在上海。 1936年， 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 占全国75.2%，

1940年比重上升到88%。 与此相一致，上海也是列强在中国的投资中心。 据研究，

1930年，英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76.0%，美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
投资的64.9%，法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40.9%，日本在上海投资占其在
华总投资的66.1%(?北除外)。

因此，上海是当时的中外利益共同体，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
国际信息汇聚之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信息情报都汇聚在此，产生了溢
出效应。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的情报组织，如左尔格情报网就经常在上海探听日本
在中国的战略动向，也探听德国人的战略动向。

上海的“孤岛”奇观：苏州河一边炮声震天一边笙歌达旦

因此，上海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 首先它是中西利益的共同体，当时的上海其
实是“三个上海”，即由公共租界的上海、法租界的上海和华界的上海共同组成，它
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法院、教育、卫生。当战争打响后，每个地方各自为政，只保
护自己。 上海有着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已经呈现截然
不同的城市景观。 诚如著名记者陶菊隐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

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
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租界
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 这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

也找不出第二例。

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
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
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
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
旗的中国船只。

各方还在上海争夺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左翼文化兴盛一时，带有强烈“鲁迅风”

的杂文，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梅益等主编的报告文学《上海一日》，

都很有影响。 以演出反映抗战生活、借古讽今戏剧为主的大大小小业余剧团，有一
百多个。当时的上海租界，繁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敌方
占领的大城市，无论是北平、南京、香港，还是布拉格、华沙、巴黎，都没有与上海类
似的情况出现。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点与作用，交互影响，相互作
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万象杂陈，令
人目不暇接。 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 于是，上海被涂
上神奇、怪诞、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难怪被日本人称为“魔都”，也难怪斯皮尔伯格
的《太阳帝国》，李安的《色戒》，周润发领衔的《上海滩》，都要以上海为背景。

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 （李念、袁琭璐整编）

12面武汉大锣在上海舞台传递爱和必胜信念

上海音乐厅举行闭关修缮一年半后的首场演出，谭盾新作《武汉十二锣》前晚上演

■本报记者 姜方

前晚，闭关修缮一年半的凯迪拉

克·上海音乐厅举行归来后的首场演

出。 作曲家谭盾以战 “疫” 主题而创

作的 《武汉十二锣》 交响乐版， 由他

本人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携手

歌唱家朱慧玲进行线下中国首演 。

“环绕剧场的12面大锣， 是专门从武

汉运来的。” 谭盾告诉记者， “低沉

绵延的锣音缭绕， 饱含了对武汉、 对

中国人民的情感， 为中国抗疫加油鼓

劲， 也向听众传达有爱无疆、 和谐共

生的美好愿望。”

与此同时， 上海音乐厅四楼新增

的1500平方米文化空间也正式对外开

放，首秀是“真情无界———纪念贝多芬

诞辰 250周年声音交互艺术体验大

展”。 “这里是2004年平移后新增的空

间，之前一直作商业用途。通过这次修

缮，四楼被改造成了艺术空间，把更多

空间还给市民。”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

靓介绍说。

奏 生 日 歌 敲 武 汉
锣，开展东西音乐对话

早在今年2月，谭盾在比利时执棒

安特卫普交响乐团首演他的抗疫新作

《武汉十二锣》。 因疫情对作曲家的心

灵产生巨大震动， 从纽约飞往比利时

的航班中， 无法入眠的他一气呵成。

“作为楚文化中心的武汉，是中国最优

质的锣、鼓、镲的制造地之一。 ”谭盾

说，“武汉的大锣在世界各地的交响乐

团中被用来演绎贝多芬、 马勒等大师

经典，从柏林爱乐到纽约爱乐，从荷兰

皇家剧院到费城交响乐团， 无一例外

都是在使用武汉大锣。”因此，《武汉十

二锣》通过武汉铜锣传递的独特声音，

让世界各地听众理解武汉，支持中国。

前晚的音乐会上， 谭盾精心编排

了五首曲目，女中音朱慧玲、青年琵琶

演奏家韩妍、 古筝演奏家苏畅携手上

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上演。 开场曲目是

谭盾谱写的 《节日序曲》， 气势雄伟、磅

礴，音色壮观、优美。 音乐会也有多部西

方经典音乐作品的演绎和改编。 斯美塔

那《沃尔塔瓦河》、鲍罗丁《鞑靼之舞》情

感充沛，琵琶—古筝双重协奏曲《巴赫与

小白菜》，则将巴赫的复调音乐与中国民

歌小调《小白菜》相融合，既充满活力又

不失传统文化色彩。

谭盾还特别为上海音乐厅90周年送

上祝福———根据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改

编创作的《天地再生：生日快乐》，预示着

从人类到宇宙， 历经挫折后都将迎来充

满希望的新生。“上海音乐厅焕然一新的

华丽外观、 留给观众和艺术家的舒适空

间都让我很兴奋。 ”演出前，谭盾对修缮

重开的音乐厅十分称赞， 也期待未来有

更多机会在这里开展东西音乐的对话。

科技碰撞音乐， 带来
不一样的破壁体验

在上海音乐厅四楼新增的文化空

间 ， “真情无界———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周年声音交互艺术体验大展” 已正

式开幕。 展览共分为 “贝多芬的色彩”

“贝多芬的影像” “贝多芬的独白” 三

个章节， 十个展区贯穿贝多芬生平、 音

乐作品和人生故事， 其间穿插融合沉浸

式科技互动、 交互式视觉投影， 配合交

响乐团专门为此次展览录制的贝多芬交

响乐作品， 给观众呈现多维度的声音交

互艺术感官之旅。

展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贝多芬的

色彩” 展区。 巨大的投影墙上， 不同色

彩的光晕踏着 《命运交响曲》 的节奏错

落绽放， 轻轻触摸幕墙时， 一阵阵涟漪

还会根据不同乐章呈现不同效果。 而在

其他展区 ， 全息 、 激光 、 装置等 “新

玩法”， 都将赋予贝多芬的音乐 “科技

范儿”。

“我们希望观众在上海音乐厅， 不

仅能听到名家名团， 也能在新空间感受

音乐和技术的互动 ， 让这座上海文化

地标以更多元的面貌与市民互动。” 方

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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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杨浦区委宣传部、文汇报社和上海市电
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联合打造的 “光影·电影讲
堂”，推出“红色电影”“大师”“青年艺术家”“海派电
影”等系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嘉宾对话和影片观
摩等形式，邀请一流导演、编剧、制作人和学者，解
读电影背后的故事与历史，构建光影之上的对话交
流空间。首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
研究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作题为《历史中
的大与小———从四行仓库抗战说起》的主旨演讲。

“光影·电影讲堂”推出第一讲

“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剧目《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图为剧照。

国产影视作品能为民族产业带来怎样的燃爆点？（上接第一版）就拿上海来说，为了更好

地服务来沪拍摄的影视剧组 ， 上海在

2015年将原先的 《上海影视拍摄服务手

册》更名为《上海影视拍摄指南》，向剧组

推荐上海的拍摄取景地。 据上海市广播

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于志庆

介绍， 目前收录在册的景点超过280个，

其中很多都随着影视作品的上映和播出

而成为了网红。 这样的结果也让于志庆

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想呼吁一下，

希望在上海拍摄的国产影视剧， 特别是

那些上海出品的影视剧， 能够有意识地

为包括汽车在内的‘上海制造’带货，继

而为‘中国制造’代言。 ”

一部影视作品蕴涵无
数产业增长点和循环节点

影视剧应该承担起拉动民族工业的

责任吗？ 看看韩剧，答案不言自明。 这些

年， 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不仅输出了韩

国的文化，更是在韩国以外培养了“韩国

制造”的消费市场。 相比之下，国产影视

行业尚不具备这方面的意识。

意识的缺乏首先源自认知的不到

位。在胡娜看来，仅仅就文化产品本身而

言，其直接经济贡献是很小的。但文化产

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产品的重要特征，

就是它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观

念， 并以此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

为，从而产生强大的外部辐射性，带动各

种经济业态的协同共生。 这也正是各国

政府都重视文化产业的原因。“影视产业

更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很多相关领域的

从业人员对这点缺乏足够认知。 ”

在权衡看来，影视剧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引领文化价值导向， 一方面体现

市场经济规律。影视产品的功能，决定了

它可以带动很多市场消费点， 但这绝不

仅仅体现在“某某同款”的热卖上。 一部

影视作品， 其实蕴涵着无数的产业增长

点，也蕴涵着无数的循环节点。通过影视

热播剧折射出其它产业的文化符号和文

化形象， 进而挖掘出对应产品的商业价

值和需求态势，这样一来，就在影视和其

它产业之间建立起了勾连， 真正做长了

产业链，实现了产业链的优化和延伸，放

大了每个环节的附加值。

要为民族产业代言，影
视剧需展现中国人的人生

解决了认知问题， 还要解决实际操

作问题。研究者有个共识：影视产业要真

正发挥出辐射和拉动作用， 离不开好的

作品。如果作品本身是悬浮的，缺乏说服

力的， 那观众自然不会认同剧中植入的

价值理念。

具体到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能够为本

地本国的民族产业代言， 答案首先是具

有鲜明的国家文化特质。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毛尖长期研究影视作品， 她注意到

一个现象： 韩剧无论是表现古代人还是

太空人，都有一以贯之的“韩国性”，吃的

是韩国的方便面，用的是韩国的手机，度

蜜月去济州岛。 日剧的情形也相似。 “而

很多国产剧，主人公只用西餐和北海道来

抒情，最能表达年轻人感情的画面，都被欧

美和日韩符号取代。 ”因此，毛尖认为，在

要求影视剧为民族产业代言之前， 首先

需在影视剧里建构中国人的空间， 展现

中国人的人生，培养我们的民族感情。

有一个观点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

影视作品对生产和消费产生拉动作用，

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不仅需要创作

好的作品， 还需要研究影视作品和民族

产业更好的结合方式， 以及结合之后更

好传播的路径，而不是简单的产品植入。

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耐心，需要多产业

多部门的联动，也需要从现在开始落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