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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故事为申城舞台送上暖心艺术佳作

2020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小型作品）申报总量较往年翻番

本报讯 （记者宣晶 ） 评弹 《秀

发 》 以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90 后援

鄂护士刘文进为原型 ， 用独特角度 、

细腻笔法向抗疫一线英雄致敬 ； 当代

舞 《不能放弃 》 描摹 “逆行者 ” 们不

畏生死的勇敢与永不放弃的信念； 沪剧

《一江水两家情 》 用上海乡音乡情 ， 表

达抗疫英雄们的责任与担当……昨晚 ，

2020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

（小型作品 ） 颁奖晚会在上海虹桥艺术

中心举行， 动人的抗疫故事为申城舞台

送上暖心的艺术佳作 。 中国抗击疫情

的动人故事激发着年轻人的创作灵感 ，

涌现出一批讴歌生命 ， 致敬 “最美逆

行者” 的新作。

2020 年春 ， 当剧院演出因疫情按

下暂停键， 上海文艺工作者依然砥砺前

行， 促成了创作的 “丰产期 ”。 本?上

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 （小型作

品） 活动 5 ?启动， 仅一个?就收到来

自全市各级各类文艺院团、 院校的 119

个作品申报材料 ， 涵盖了音乐 、 舞蹈 、

杂技、 戏曲 、 曲艺 、 小品等艺术品种 。

其中 ， 国有院团 、 院校作品 78 个 ， 民

营院团作品 41 个 。 “今年的展演较往

年呈现出新的特点 ： 申报作品总量翻

番； 艺术门类更趋多样化； 民营院团和

艺术院校热情高涨 、 积极参与 。” 上海

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孝明

认为， 疫情期间上海发起 “艺起前行 ”

活动， 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文艺战 “疫 ”

力量， 艺术工作者创作热情高涨， 造就

了展演申报作品总量的大幅增长。

此次展演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等重大主题 ，

聚焦历史题材 、 红色题材 、 现实题材 ，

鼓励彰显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 上海特

质的作品参演参评。 最终， 京剧 《解放

日》、 当代舞 《血映桃花》、 芭蕾 《浮生

一梦》 等 12 个作品获得优秀奖， 姚磊、

胡嘉倩、 徐滨滨等 10 人获新人奖。

其中， 京剧 《解放日》 讲述青年党

员王澜英穿越敌占区， 最终通过电台向

上海市民宣告上海解放的消息， 用京剧

唱段向前辈致敬 ； 当代舞 《血映桃花 》

通过双人舞的形式表现了年轻党员心中

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 为民族独立解放 ，

甘愿奉献己身。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

吴虎生在疫情期间创作的 《浮生一梦 》

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他把这几年的所思

所想在排练厅里一一实现。 “中国的抗

疫故事给予我更澎湃的创作激情。 在这

样的非常时期还能专注 、 静心地做艺

术 ， 要向逆行守护者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 吴虎生说 ， “参加展演后 ， 观众

检验和专家把脉为这部新作的打磨提升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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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光”中的她们，期待被更多好剧本点亮
一批表演类综艺的出现，再度将话题引向中生代女演员话题不断的综艺 《演员请就位 2》

日前收官， 胡杏儿摘得 “年度最佳演

员”。近年来，有不少“姐姐辈”女演员活

跃在《演技派》《演员的品格》等表演类

综艺中，不仅展现了多面演技，更饱含

着以好作品回归大众视野的期许。

其实娱乐圈里不缺有实力的中生

代女演员，虽然她们没有巩俐、章子怡、

周迅、赵薇等一线演员的知名度，也没

有以杨幂、刘诗诗、赵丽颖为代表的 85

后演员的市场号召力，但也曾在观众心

中留下不少令人惊艳的角色。业界专家

表示，倘若有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给予

其舞台，这些“逆光”中的女演员将为荧

屏和银幕注入更多新鲜的色彩。

流量为王时代已初
显疲态，需要更多好作品
让演员施展才华

最近有不少影视从业者都在反思

一个现象， 外形佳的新生代女演员不

缺， 但同时有代表作与奖项傍身的，近

年来似乎屈指可数。有评论人甚至直接

把矛头指向了一批 85 后女星， 她们是

与流量时代共生的一代，出演过不少古

装偶像剧、甜宠现代剧，其中有些人即

使演技不够格依然名利双收。以穿越宫

斗剧《宫》为例，剧中女主演技平平，却

凭借甜宠爽剧模式 ， 在当时取得了

2.5%的高收视率，红极一时。 其后，《花

千骨》《锦绣未央》《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扶摇》 等众多电视剧延续这一创作思

路，也都收获不错的收视率，甚至骂的

人越多看的人越多。

在上海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吕鹏

看来， 演技一般的流量女星占据屏幕，

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市场号召力可以保

障收视率、点击率和回报率；也可能是

她们扮演的角色契合了某一类人的心

理需求， 但这样的关注只是一时的，最

终还是要拿有品质的作品说话。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类“玛丽苏”剧

集依然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靠着流量明

星出演能博取粉丝一时关注，但那些切

中生活现实的品质之作，才会真正得到

广大观众的认可。

有过硬实力和品质
作品背书，她们终于闪耀
聚光灯前

吕鹏表示，流量明星有其生存和发

展的路径，拥有一定演技的女演员同样

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对她们来说最紧

要的功课是调整心态、磨炼演技，寻求

适合自身条件和年龄的角色，只要潜心

用功、有过硬的实力，终究会发光的。 ”

比如，70后的咏梅因金鸡奖上的发

言上了热搜，这两年里这位优秀而低调

的女演员终于迎来“第二春”的爆发。 早

在 1995 年，25 岁的咏梅因电视剧《牧云

的男人》出道，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 去

年是咏梅颇有收获的一年，她先是凭电

影《地久天长》获得第 69 ?柏林国际电

影节最佳女演员，11 ?又拿下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而在电视剧 《小欢

喜》里，咏梅扮演的母亲演出了现代大都

市女性的婉约、亲切和内心深处的挣扎，

成为这部剧里不抢眼却令人难忘的角色。

85 后的童瑶也经历了不短的蛰伏

期，但她从未停止积蓄力量。 《独生子女

的婆婆妈妈》 中面临家庭矛盾的李小

曼、《新闺蜜时代》中闪婚闪离的文青周

小北，这些角色逐渐被观众熟知，还有

《民兵葛二蛋》《如懿传》 等热门电视剧

傍身。 但她真正在事业上爆发，还是凭

借今年 《三十而已 》中的 “完美全职女

性”顾佳。 白玉兰奖、华鼎奖、金鹰奖纷

纷对童瑶青眼有加，她用自己的演艺经

历证明了何谓用实力迎接运气。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演员请就位

2》在内的一批演技类综艺“上线”，让很

多有实力的演技派被看见。比如今年 41

岁的胡杏儿，她在节目中上演的《亲爱

的》《宝贝儿》等片段，得到了专业人士

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17 年前，出道不久

的胡杏儿演绎了职业剧《冲上云霄》，初

出茅庐的她因在剧中角色吃重却演技

欠佳而遭到诟病。直到 2005 年之后，胡

杏儿凭借 《我的野蛮奶奶》《怒火街头》

等作品逐渐积攒口碑。 近年来，像胡杏

儿这样在演技类综艺节目中展现实力

的中生代女演员不在少数， 比如倪虹

洁、马苏、黄奕、温峥嵘等，凭借亮眼表

现证明她们各个“还能打、还能演”。 吕

鹏坦言，如果要让屏幕上绽放更多有实

力的面孔， 除了演员个人努力以外，也

需要剧本生产、影视机构、民众文化素

养提升等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最应该

呼吁的，是更多着重展现不同生命阶段

女性魅力的影视剧作品的出现。

以全新编码方式，激活“歌舞演剧”的传统
“2020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溯源传统戏曲的审美资源

滇剧的声腔爽利高亢，铿铿锵锵地

唱着马克白夫人被欲望支配着深陷血

腥泥潭。 笛声箫声幽咽婉转，张生在寂

寂的空间里形单影只，欲去还留的身形

倾诉出与莺莺分别后，青春的华章戛然

中止，少年人“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

难舍”的怅然心绪。 重轻轻，慢三拍的圆

舞曲萦绕在一个用京剧讲述的故事里，

历史的夹缝中，光绪皇帝和珍妃相拥着

舞向各自命运的尽头……

2020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呈现

的 12 部作品，动人处在于，一部分拥有

专业自信的当代戏曲创作者正在远离

“先锋”和“实验”的焦虑，更着力于从唱

作的程式资源中，寻找能回应时代审美

趣味的新鲜、开放的编码方式，激活“歌

舞演剧”的传统。

如何在戏曲创作中处理古与今、本

土与外来的关系？ 如何让传统戏曲成为

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长久困扰戏曲

人的难题仍然存在，但部分小剧场戏曲

作品让观众看到，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

的“基因”并没有退化或萎缩 ，这份 “基

因 ” 值得从美学的层面得到重估和认

同。 怎样实现彻底歌舞化的剧场？ 这是

面临“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的当

代戏曲所应追求的美学理想。

“歌舞演故事 ”是戏曲最
充沛的审美资源

在今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中，高

甲戏《范进中举 》并不试图从家喻户晓

的故事中生发更复杂的戏剧内涵，这部

体量不大的作品中，范进于落魄中上街

卖鸡，成了情节的重头。 小花脸以繁复

身段铺陈了一个穷儒的“情态”，表演的

情趣取代了戏剧的进程 ， 这很得诸如

《醉皂》 这类传统丑角戏的意趣———情

节游离于人物命运之外，演员的每个瞬

间被突出了。

高甲戏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范进”，

是有意识地溯源传统戏曲的审美资

源———它的歌唱和舞蹈。 王国维给戏曲

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也”。 齐如山把

京剧艺术的原则概括为“无声不歌，无动

不舞”。传统地方戏固然有“下里巴人”粗

俗的一面，但音乐本位的开放结构、演员

用程式化的歌舞扮演人物、 简洁的舞台

写意地表现生活， 这些延续几百年的艺

术特征有着强悍的美学生命力。当年，话

剧以“新戏”的姿态在中国落地时，田汉

就极有艺术敏感地把戏曲的基因移植过

去，他认为，文艺应当“引人入艺术的境

界，使生活艺术化”———这一观点触及了

戏曲的艺术本性和它永恒绝对的生命

力，即，给观众审美享受。

舞台的语言系统，亦随时
代变迁而不断衍变

事实上，今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的作品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便在于它们

在戏剧进程中的歌舞化程度， 以及，它

们的歌舞是否形成一套自洽的美学风

貌。 比如，婺剧《无名》通过三个走向死

亡的囚犯 ，表达对权力 、命运和生命的

思考，但这部作品的看点并不在于剧作

的“理念”，而是婺剧演员以身体承载了

情节，他们用高难度的 、具有强大爆发

力的身体技巧，在狭窄的剧场空间里输

出了饱满的生命激情。

《草桥惊梦 》让王实甫的 《西厢记》

从凝固的文学典籍回到流动的舞台现

场，创作者所追求的，不仅是让“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

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支千古名曲在剧场

中唱起， 更是用歌舞再现张生为了追求

情爱的行动， 以及他对崔老夫人所代表

的伦理秩序的合法性发起的冲击。

相对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滇剧

《马克白夫人》 是一个大幅简化的文本，

编剧以简明利落的三幕剧， 集中于马克

白夫人的欲望和意志，她悍然的行动力，

和她逐渐崩溃的精神状态。 这部精悍的

作品并不给人以“缩水版莎剧”的观感，

相反， 它让观众看到一个女演员怎样以

高强度的歌舞呈现一个女人的精神世

界，在这个过程中，滇剧和莎剧完成了双

向的陌生化。

用写意的歌舞完成对自然主义复

制的超越，实现表演对日常体验的陌生

化，这是戏曲所传承的特色 ，也是当代

戏曲创作的灵魂。 考验创作者的，是怎

样把当代生活的体验转换成虚拟时空

中写意的歌舞 ，并且 ，怎样应对当代观

众的观剧节奏 ，提炼 、重组传统遗留的

“程式”资源，在舞台上创造新的语言 ，

以“歌舞演剧 ”的方式沟通当代观众的

精神世界。 日常表达的语言随时代变迁

而不断衍变， 舞台的语言系统也如此，

它是开放的，不拒绝新词和外来语的加

入。 就这一点而言，京剧《鉴证》在皮黄

中引入华尔兹，是再正常不过。

当我们谈论现代戏曲的美学风貌，

它应该闯荡出一片多样化的疆域。 古典

戏曲几百年的积累留给今人的是资源，

而非包袱，在传统戏曲的规范“程式”和

现代综合歌舞剧这两个极点之间，存在

着一片斑斓的光谱。 早在 1907 年，鲁迅

就写下了这段高瞻远瞩的文字 ：“外之

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

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今天，在

“创造性继承”的前提下 ，面临 “创新型

发展”的当代戏曲 ，它的生命力和活力

仍在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能力。

■本报记者 姜方

文化 公告

聚焦“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梅婷主演 《我的不

惑青春》 剧照。

荨
童
瑶
主
演
《
三
十
而
已
》
剧
照
。

茛咏梅出演《小欢喜》剧照。

制图：李洁

荨当代舞 《血映桃花》 演出照。

茛当代舞 《不能放弃》 演出照。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文学才会有速度温度和力度
（上接第一版）

文学创作直抵抗疫一线，

“在现场”记录温暖瞬间

疫情突发，文学没有缺席，且“高质

量在场”。 无论是查医生的第一手日记，

还是钟南山传记作品“落地”上海，都离

不开上海出版人的一腔赤诚与敏锐的

“出好书”意识。

以国内首部医生抗疫日记 《查医生

援鄂日记》为例，该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主编、该院呼吸科医生

查琼芳撰写。从今年除夕到 3? 31日，查

医生日记共 67篇， 以抗疫一线医生的视

角， 完整记录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68

天抗疫经历。出版方编辑在朋友圈刷到消

息后第一时间联系查琼芳， 前方语音传

来，后方火速整理誊改，双方多次核对细

节，以最快速度为日记出版“护航”。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不

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 然后萤火汇

成星河。 ”翻看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却真

实再现广大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危难时

刻的无私无畏， 构筑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有网友留言 ：“最朴实的细节却令人泪

目。 ”《查医生援鄂日记》自上半年问世以

来加印四次，输出英、日、越南等外语版

本，成为“现象级战‘疫’好书”。 从纸质出

版，到有声书，再到“走出去”，这部日记的

走红绝非偶然，它以温暖真实的文字彰显

了阅读的力量， 也折射出沪上出版人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担当。

作家熊育群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

《钟南山：苍生在上》幕后，更是离不开各

界通力合作。“此前收获公众号推送过战

‘疫 ’实录片段 ，点击率很高 ，我立刻组

稿，基于两个判断：钟南山值得写，熊育

群的能力值得信赖。 ”《收获》副主编、作

品责编钟红明回忆起改稿经历， 所有的

细节都历历在目———“作者不同时间段

发来文档，修改痕迹叠加，版本多到必须

小心再小心。有时为了确认某个数据，我

们翻遍了卫健委等官方网站的确诊病例

及动态。 ”

精准记录才能让文字更可信，《钟南

山：苍生在上》从新冠肺炎与非典两场相

隔 17 年的疫情写起，笔触探入这位公众

人物的内心风暴。 “从主动组稿、火速联

动，到精益求精打磨出版，创作者与出品

方以近距离的方式， 对关系国家命运和

民族苍生的大事件及大人物进行文学呈

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立场，实属可贵。”

评论家潘凯雄如是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