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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妹妹”古戏楼里开唱，
中国传统戏曲首次面向海外直播

上海越剧院古戏楼版《红楼梦》昨在国际平台直播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经

典越剧《红楼梦》中耳熟能详的唱段通过网络直播

传向了全世界。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欢乐

春节”系列活动之一，“庆中比建交 50 周年、迎牛

年春节”经典越剧《红楼梦》专场演出昨天面向全

球观众直播， 这也是中国传统戏曲在国际互联网

平台迈出的第一步。正值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中国戏曲发出悠扬长音， 为海内外新老观众送上

诚挚的新春祝福。

精华内容汇聚于100分钟，
“微缩景观”般呈现经典

区别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 古色古香的 “海

上梨园 ” 是古戏楼版 《红楼梦 》 演出的不二之

选， 直播中灵活的运镜更是让观众身临其境， 宛

若与宝黛二人一道置身于大观园中。 随着林黛玉

跨入大门， 第一出 《黛玉进府》 顺势拉开帷幕。

到了 《读西厢》 一出， 演员转而从一侧的移门进

入， 走过小道踏进亭台 ， 贾宝玉与林黛玉各借

《西厢记》 打趣， 青涩懵懂的爱情就此逐渐萌芽。

越剧“四大经典”之一《红楼梦》是上海越剧院

原创的保留剧目。自经典版诞生至今，已逾 60 ?，

并且上演了多个不同版本。 此次的古戏楼版本创

排于 2018 年，由 11 位演员出演，将三个多小时的

经典版《红楼梦》浓缩进 100 分钟内，囊括了原剧

的全部经典唱腔， 既再现了一人多角的传统表演

样式，又创造了一次“微缩景观”般的舞台呈现。在

本次直播中， 古戏楼版移驻上海传统地标豫园中

的“海上梨园”舞台演出，为欧洲及全世界的观众

带来一场兼具精致化和灵动感， 经典性与情景式

并存的越剧演出。

据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介绍， 此次国际直

播选择古戏楼版《红楼梦》经过仔细考量，力图用

这出“精华版”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将经典剧目带到

全球观众眼前。 “希望借上海文化地标豫园、代表

江南文化的越剧以及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三

位一体地展示不同于传统剧场的中国戏曲魅力。”

借青春面孔展现戏曲之美，
为国际演出铺垫

古戏楼版《红楼梦》演员阵容可谓青春扑面，

主角皆为 95 后演员。“一进入房间，仿佛就来到了

一个全新的戏剧世界。”“贾宝玉”扮演者俞果对记

者说道。从古戏楼版诞生起，俞果就在其中担纲这

一角色，在她看来这出戏让她真正走近《红楼梦》，

也见证了她在表演上的成长。 在该版本中，《读西

厢》后直接接《葬花》，为了更流畅地衔接人物的成

长，俞果特意在《读西厢》末尾放慢语速和脚步 。

“相比原版，有些情节被删减了，这需要演员在两

折戏之间迅速地转换心情并且对人物的心理有更

精准的把握。 ”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古戏楼版首次进行直

播。 “空间虽小， 但舞台调度十分灵活。” 林黛

玉扮演者陈敏娟向记者介绍 ， “在镜头的跟踪

下， 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都马虎不得。 只有在表

演和唱功上精益求精， 才能原本呈现主角的心理

活动。”

上海越剧院原本计划携经典版《红楼梦》前往

比利时演出，如今受疫情影响改为线上直播。院团

的直播经验相当丰富 ，2020 年就完成了不下 50

场直播，积累了 1700 多万的观众。 本场直播对院

团上下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共启用了四个技术组，

多个机位，以求全方位展示越剧之美。 “希望此次

机会能成为一个窗口，让国际观众能先喜欢上、了

解上越剧，也为名家版《红楼梦》前往海外作铺垫，

我们的目标是疫情过后登上国际主流舞台。”梁弘

钧说道。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中国驻

欧盟使团主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布鲁塞

尔中国文化中心和上海越剧院承办。

家庭团圆考验代际沟通？这些书教读者就地开心过年
“就地过大年” 成为 2021 年春节的显著特

色， 在七天长假中不同代际的家人要度过一个其

乐融融假期， 正面积极有效的沟通很重要。 近期

面世的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 《柴门文的饭

桌： 暖暖家常菜》 《谁不是带着伤长大： 与内心

的父母和解》 等新书， 从社会学、 心理学等不同

角度分享了东西方家庭文化中家人和谐相处的不

同经验。

成年子女愿意照顾、 陪伴父母， 却有一半人

因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母满意而焦虑？ 遇到青春

期的孩子， 母亲或许可以尝试用食物料理来和孩

子 “聊天”？ 随着年龄长大， 逐渐看到了自己小

时候眼中完美的爸爸妈妈身上的各种缺点， 或许

子女 “放下过去” 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些书中能

读到的不仅仅是与家人的相处方式， 更能从不同

视角出发审视、 照见自己， 探寻自我改变和成长

之道。

学会与“麻烦”的父母相处，也
让自己成长为不那么“麻烦”的人

有些父母不停地问 “你去哪儿了”； 有些

昨天还和邻居夸奖 “我儿子最优秀”， 今天就

冷着脸说 “没出息”； 有的父母让子女必须以

自己为中心 ， 遇事无条件以父母为先 ； 有的

父母规定事无巨细要向自己汇报 ； 有的父母

沉迷于胡吃海塞或打牌上瘾 ； 有的父母又过

于宝贝孩子 ， 有点风寒流涕就要孩子请假休

学……四川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 《如果父母

老后难相处》 中把 “麻烦” 的父母总结为六种

类型 ， 并给出了相对应的建议 。 两位作者有

30 年以上的老人看护经验， 她们发现来社工

看护管理机构寻求咨询的成年子女当中 ， 为

“麻烦 ” 的父母感到焦虑的比例超过了一

半———他们愿意照顾父母 ， 但不知道怎样才

能让父母满意。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 一位典型的依附型母

亲， 每次听到儿子和儿媳要出去旅游就会说自己

身体不适， 因而多次导致儿子一家的旅行计划泡

汤。 儿子开始怀疑母亲是在装病， 开始指责母亲

“想拴住自己”。 但经过向作者咨询后， 儿子才明

白母亲说自己身体不适时并没有撒谎———这是

依附型父母常见的一种面对压力时的身体反应。

医生也给了非常实用的解决办法 ： 如果只是一

两天的短期旅行可以不用提前和母亲说 ， 出发

后再通知就可以 ； 而一两周或更长时间的旅行

则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缓解母亲内心的不安全

感， 比如每天至少打两个电话， 并且安排人每天

去看望母亲。

要知道书店里讲述如何为人父母的图书琳琅

满目， 而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独树一帜地从

子女的角度讲述应该如何与日趋年迈的父母相

处。 作者同时提醒读者， 很多人一边苦恼如何与

“麻烦” 的父母相处， 一边又在不知不觉中活成

了父母 “麻烦” 的样子。 成年人在家庭生活中也

需要注意自我反省、 自我修正， 因为要解决的不

仅是 “如何陪父母面对老年” 的问题， 也是一本

“如何陪自己优雅变老” 的贴心指南。

最普通的家常菜里永远有家的羁绊

“做一大家子的年夜饭太累了 ， 从网上订

吧。” 刚开始， 外卖食品只是工作午餐， 后来出

现在很多家庭餐桌上，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

选择买回半成品的套餐作为年夜饭。 方便是方便

了， 但会不会比以往少了一些 “家的味道” 呢？

曾经画过 《东京爱情故事》 《爱情白皮书》 的漫

画家柴门文的散文合集 《柴门文的饭桌： 暖暖家

常菜》 以一道道菜肴为主轴， 串联起许多个温馨

小故事， 提醒人们家常菜作为家庭生活中的情感

纽带作用。 作家苏枕书评价这本书时说： “那些

寻常又独特的滋味， 构建了有关 ‘家’ 最牢固的

羁绊。”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 柴门文感觉到彼此之

间交流话题和次数的减少， 于是想做点什么来改

变。 过去不爱做饭的柴门文试图通过食物来表达

自己对孩子的爱意 ， 同时也能和孩子多一些交

流。 带着这样的觉悟， 柴门文决定： “孩子的早

餐、 便当、 晚餐不假他人之手， 自己做吧。” 在

接下来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 即使孩子后来已经

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了， 柴门文也坚持着从每天下

午 3 点就开始思考该做什么菜， 5 点下班后就去

超市买食材的习惯。 “毫不夸张地说， 我在料理

上花的心思就跟构思漫画的故事一样多。”

漫长时光里的食物故事， 有快乐、 有难过也

有辛苦。 比如让柴门文很吃惊的一件事是， 女儿

走上社会后才向她坦白： “其实， 我不喜欢妈妈

经常做的那种里面放了许多配菜的味噌汤。 因为

光喝汤就会饱。” 这让柴门文多少有点受挫， 一

方面是因为女儿长大后才告诉自己这件事， 另一

方面也为自己多年来忍着手痒刮芋艿皮所做的猪

肉味噌汤没受到好评而难过。 但是， “算了， 反

正芋艿是我想吃的， 没事”。

乐观的柴门文继续向读者推荐她的家常菜，

这里面有种出怪奇蔬菜的小故事， 有德岛老家的

家乡味道 ， 有站在厨房大哭不想再做便当的回

忆， 更有那些充满耐心与爱、 融于食物的深厚感

情。 外卖或者半成品的饭菜确实方便， 但一起下

厨、 自己动手做出的年夜饭里， 杂糅了更多的情

感， 或许会留下更多故事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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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点即创作热点，民营院团“民生剧”屡出爆款
一批讲述老百姓身边事、反映生活新变化的现实题材作品亮相舞台“提起子个老房子么真正一包气，上楼难啊

下楼难，没电梯真真难……”热门戏码海派都市

滑稽戏《悬空八只脚》让观众们“笑到肚皮痛”。

“没电梯的苦恼，他们都帮我们演出来了”“这些

台上的人物，就跟我身边的邻居一模一样”，观

众们说这部滑稽戏用亲切的本土语言，演出了

真实温暖的民生故事。

《悬空八只脚》并非孤例。 近年来，以上海

民营院团为创作主力，舞台上涌现了一批讲述

老百姓身边事、反映生活新变化的现实题材作

品。 如上艺戏剧社《生命行歌》、上海勤苑沪剧

团《银杏树下》、上海现代人剧社《汇贤坊》、上海

文慧沪剧团沪剧《心归何处》等，紧紧抓住民生

百态，展现城市精神。 这些“亲民”的舞台作品

通过商演、政府点单 、文化配送等多样化的形

式，被送上了上海市民乃至长三角居民的“文化

餐桌”。

普通人身上汇聚大时代的命题

“民生剧”缘何爆款多？ 因为普通百姓的日

子里有着时代的大命题。

“悬空八只脚”在沪语里意指“遥遥无期的

事”，戏里的“悬空”一语双关，背后是一道曾经

横亘在上海城市旧改中的民生难题。 老公房没

有电梯，很多老人就成了长期无法下楼的“悬空

老人”。 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2021

年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000台以上———

民生热点和时事话题，成了《悬空八只脚》的题

材来源。

剧中，为了让老人们“上下通达”，政府开始

推广老公房加装电梯的惠民工程，居委书记华

怡为此四处奔波。 然而，好事多磨，上下老邻居

们的矛盾出现了：首先是一楼住户坚决反对，有

人担心自己生计难保，有人提出巨额补偿……

围绕加装电梯这一民生项目的，有矛盾和冲突，

但剧中更多的是种种真情和暖意。 “基层党员

干部是如何化解矛盾、 为民办实事谋福利的？

相信看过《悬空八只脚》的观众都会被打动。 ”

上艺戏剧社社长袁东瑞向记者介绍 。 今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诞生于2020年10月的《悬空

八只脚》将在今年完成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走

到更多观众中去。 剧组已经接到了不少长三角

剧场发来的邀约。

从2018年开始， 这家上海民营戏剧院团就

开始走 “民生剧” 的创作道路。 原创话剧 《生

命行歌》 在城市老龄化问题的背景下， 聚焦安

宁疗护和临终关怀， 一经推出社会反响热烈。

正在筹备中的音乐剧 《梦想成真》 聚焦于都市

里 “年轻职场妈妈” 这一群体， 帮助她们更好

地实现自我价值。

反映民生关切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这样的原创作品如今在上海舞台上比比皆是。

连日来， 在团长王勤的带领下， 上海勤苑沪剧

团正在加紧排练新作 《石榴红了》。 去年， 该

团打造了一部以本土乡村振兴为题材的沪剧

《银杏树下》， 全年演出超过百场， 要求再演、

加演的呼声热烈。 马上， 该系列的第二部 《石

榴红了》 即将面世。

“《银杏树下》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出乎我

们的意料。 ”王勤说。 故事聚焦于“美丽乡村”建

设中最艰巨的整治违章工作。 党员干部身先士

卒，以一份《美丽公约》召唤起大家对幸福的憧

憬。呼唤青山绿水的同时，更呼唤美丽人心的回

归。 “‘民生剧’能够深入基层，熨帖人心，‘与观

众在一起’的创作道路，我们将坚定地走下去。”

王勤说。

充分发挥本土剧种的优势

“民生剧”的观众缘来自何处？ 本土剧种在

表现相关题材中发挥了巨大的优势。

《悬空八只脚》 的票房热， 离不开老观众

带新观众入场的口碑传播。 “滑稽戏的艺术特

点和感染力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得很充分。” 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曹路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上

海人天生幽默豁达， 对滑稽戏的喜爱是刻在骨子

里的 。 滑稽戏的优良传统 ， 要在继承中不断创

新， 成为上海喜剧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舞台上，知名滑稽演员龚仁龙、许海俐、王文

丽、周益伦、骆文莲、任一……这批滑稽界的老面

孔在诠释人物时依然活灵活现、噱头十足。面对严

肃的话题，因为有了喜剧灵魂的注入，对生活轻松

的调侃，消解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

文艺繁荣的上海，最扎根市民的剧种是哪个？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经过一年的调研排摸给出答

案———沪剧，在上海最有群众基础。各类沪剧演出

团体活跃于基层、街道，遍布全市，无论从剧团的

数量还是商演、公益演出场次数目，均占据了很大

的比重。

过去一年，文慧沪剧团、新东苑沪剧团、勤苑

沪剧团、彩芳沪剧团、紫华沪剧团等沪上民营沪剧

团，在“民生剧”的创作部分都交出了令老百姓满

意的答卷。海天沪剧团沪剧《天梦》、文慧沪剧团沪

剧《心归何处》等原创作品既传承发展了申曲的一

腔一调、一招一式，也把积极的思想观念和美好的

艺术表现得以全新呈现。 这些作品在口碑上的成

功，一部分来自土生土长的文化基因，但更多的是

创作者扎根生活、深入民间、走进观众的创作态度

以及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

王勤介绍说，近两年来，勤苑沪剧团屡屡推出

大制作，在演员、导演、舞美灯光等舞台建制上对

标国有院团，艺术标准毫不逊色。 “一部精良的舞

台作品要经得起观众一次次检验。”正是抱着这样

的创作态度， 在近20年的发展中剧团得到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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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都市滑稽戏 《悬空八只脚》 成为申城演出市场的一匹黑马， 两个小时让观众们 “笑

到肚皮痛”。 祖忠人摄

上海越剧院古戏楼版 《红楼梦》 昨天面向全球直播， 迈出中国传统戏曲在国际互联网平台的第一步。 （上海越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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