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沪剧《邓世昌》开年首演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作为 2017

国家大剧院开年首场戏曲演出， 由上海

沪剧院创排的原创大型沪剧 《邓世昌》，
今明两晚在北京上演。 这也是该剧公演

两年来第 4 次应邀晋京展演， 唱响 “上
海声音”。

原创大型沪剧 《邓世昌》 以 “甲午

海战” 为背景， 一改沪剧给人吴侬软语

的印象， 打开地方戏创作的新格局。 回

望历史 ， 不仅是重现 那 样 一 段 民 族 之

殇， 更展现当代人的思考与担当， 以英

雄故事呼唤这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该剧也是国家大剧院 2017 年 “当

代著名导演作品邀请 展 ” 展 演 作 品 之

一。 著名戏剧导演陈薪伊表示： “《邓

世昌》 描述的是中国重要的历史瞬间，
我希望用这样的题材来反省历史悲剧的

根源， 去挖掘历史最本质的东西。”
自 2014 年 12 月 首 演 以 来 ， 沪 剧

《邓世昌》 在北京、 上海、 江浙等地演

出 90 余场 ， 演出场所 包 括 北 京 大 学 、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该剧的上演使得

沪剧受到年轻人的关注。 演出期间， 该

剧也在不断进行打磨提升。 上海沪剧院

院长茅善玉说： “《邓世昌》 我们研磨

了两年多， 调整了十几稿， 根据观众反

馈不断修改唱段、 情节、 台词， 有些地

方甚至推倒重来。”
据悉，《邓世昌》将于今年 8 月起展

开全国巡演，首站便选择福州马尾。 这

里是马尾船政学堂所在地，是邓世昌等

一批北洋水师官兵踏上从军路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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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不能娱乐化
高满堂执笔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 还原二战时期“中国的辛德勒”

“我就是个向观众讲故事的人， 但

我想讲的故事， 是生活的寓言， 取自

真实的汪洋。” 编剧高满堂大抵是中

国电视圈里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之一，
他曾透过 《闯关东》 《北风那个吹》
《钢铁年代》 《老农民》 等等气质厚

重的剧集， 与观众交心。 现在， 由他

执笔的电视剧 《最后一张签证》 正在

北京和江苏卫 视 播 出 。 题 材 是 崭 新

的， 是他从未涉足过的二战领域， 但

讲述者的秉性从未更改， “要讲真正

的故事， 因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尊

重不能娱乐化”。
《最后一张签证》 根据二战时期

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真人真事改编。
有 资 料 显 示 ， 何 凤 山 在 1937 年 至

1940 年期间， 向 4000 余名犹太人发

放前往上海避难的签证， 使他们免遭

德国法西斯的迫害。 在欧洲， 不少上

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辛德勒”。
在阐述创作动机时， 高满堂有番话触

动了业界： “每当我想起后代纯真的眼

睛， 就会告诫自己， 作为编剧， 我有必

要做一些能给时代给后人留下印记的、
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说， 高满堂是老派的。 这也许

不假， 两年前 《老农民》 作为开年大剧

登上荧屏时， 有人劝他 “农民已经没人

稀罕了， 你还要加个 ‘老’ 字， 收视率

肯定完蛋”。 他不信， 铆足了劲写下真

正的农民。 “‘老农民’ 怎么着了？ 结

果收视率第二。”
这段对话被他翻出来讲了又讲， 用

以提醒自己， “要走在 ‘娱乐至上’ 的

反面”。
“娱乐至上” 的那面有什么？ 片面

强调 IP， 过度依赖颜值 ， “古怪神仙

侠” 占据着年轻人的关注。 在一个青年

编剧论坛上， 座上宾高满堂给主办方泼

了盆冷水： “我看了 6 个剧本， 竟然看

串了。 不是我不够认真， 而是它们都长

着相似的面孔。” 甲的开头嫁接乙的过

场， 再套用丙之高潮、 丁之结局， 竟然

“完美无瑕 ”。 有些人不耻于 “撞脸 ”，

一些成熟的编剧却也容易落入 另 一 种

“圆熟 ”， 披着抗战 、 历史等严肃的外

衣， 来行消闲、 取乐之实。 对此， 高满

堂一样无法认同： “二战中全世界失去

了难以计数的鲜活生命， 这场用千万人

心头血来奠基的胜利不可谓不悲壮。 然

而近年来一些抗战剧却落入了嘻嘻哈哈

的套路， 在浅薄中纪念一场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 我感到特别愤怒和痛心。”
在他看来， 编剧分两种， 一种为赚

钱养家， 市场索取什么， 编剧便按需供

应什么 。 写得快 ， 卖得也快 ， 那 叫 生

存 。 但另一种 ， 将剧本视作自己 的 生

命， 下笔有千钧。 无疑， 高满堂希望自

己是后者。
《最后一张签证》 选角时， 片方确

实接触过所谓的流量明星， 但他们根本

驾驭不了有厚度的角色， 也无法与陈宝

国这样的优秀演员对戏， 更遑论动辄七

八千万元的片酬挤压了制作的水准———
哪一项都站在了品质的对立面， 悉数被

他拒之门外。 还有人猜测他故事里的外

交官会有怎样的神乎其技， 比如能打入

敌人内部窃取一些机密之类的， 他也

连连摆手， “不该写成 ‘神剧’ ‘雷
剧’， 不该为了娱乐而博人眼球， 更

不能因追求收 视 而 糟 蹋 了 真 正 的 历

史”。 他不拒绝浪漫或者柔情的表达

方式， 但只相信从厚重的文献中提炼

或从切实的走访中得来的事实。 新剧

中有个 “七人名单” 的绝密任务， 高

满堂说： “历史中确实有不少犹太科

学家遭到胁迫、 追杀， 我把最后的签

证留给犹太科学家， 既是中国人的大

情大义， 也是我从一次次博物馆、 纪

念馆、 集中营的探访后， 听闻到的历

史的回响。” 他告诉记者， 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 有一座专为中国外交官建

造的纪念馆， “门口每天都有源源不

断的人送来鲜花”， 每当回想起站在

纪念馆门前的情形， 他依然能感受到

胸口喷涌而出的震撼与感动。
有评论说， 电视剧 《最后一张签

证》 是高满堂在整个行业泛娱乐化的

大背景下， 对潮流的勉力对抗。 虽难

免孤独， 却充满力量。

茅盾是介绍其小说到中国的第一人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中国》一书透露———

本报讯 （记者李婷） 犹太人见面常

以 “肖洛姆·阿莱汉姆” 问候， 即 “愿

你平安”。 有这样一位作家， 信手拈了

这个问候语作为自己的笔名， 竟成就了

世 界 文 学 史 上 一 个 极 其 闪 亮 的 名 字 。
2016 年是著名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逝

世 100 周年。 由中西书局出版， 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馆员、 翻译家姚以恩编著的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中国》 日前在沪首

发， 向人们讲述了这位 “犹太的马克·
吐温” 与中国的情缘。 值得一提的是，
最早将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作品介

绍给中国读者的正是茅盾。
“含泪中的微笑， 幽默外的辛酸。”

这是肖洛姆·阿莱汉姆文学作品留给世

人的印象。 他原名肖洛姆·诺胡莫维奇·
拉 比 诺 维 奇 ， 1859 年 出 生 于 乌 克 兰 。
1883 年， 他第一次以 “肖洛姆·阿莱汉

姆” 的名字发表小说 《两块石头》， 就

此声名鹊起。 他的作品以描写底层犹太

人民的苦难生活见长， 可是无例外地总

穿着诙谐的外套 。 其作品被翻译成 70
多种文字， 代表作有书信体小说 《美纳

汉·曼德尔 》、 中篇小说 《卖牛奶的台

维 》 和 《莫吐儿 》 等 ， 而根据其 作 品

《卖牛奶的台维》 改编的音乐剧 《屋顶

上的提琴手》 至今已在 20 多个国家演

出 3000 多场次 。 1916 年 ， 他辞世后 ，
纽约数十万民众自发前往送别， 其灵柩

在致哀的人群中缓缓行进了 8 小时才到

达墓地。
说起肖洛姆 ， 不 能 不 提 到 《莫 吐

儿》， 作品中家境贫寒的犹太儿童莫吐

儿不知道面临的灾难， 懵懵懂懂地帮人

做事、 闯祸， 满街跑着卖自制饮料、 老

鼠药……让人忍 不 住 发 笑 ， 但 笑 过 之

后， 却涌起一种悲凉而哽咽之感， 高尔

基在读了这部作品后曾专门致信肖洛姆

说 : “读过以后我笑了也哭了 。 真是一

本绝妙好书……整本书都洋溢着对人民

的深厚、 亲切而聪明的爱。”
这样一部名著， 半个世纪前第一次

被介绍到中国时， 其译者是一位年轻教

师———28 岁的姚以恩。 1956 年他在任

溶溶与李俍民的鼓励下开始翻译这部名

著 ， 并 于 1957 年 出 版 。 据 新 出 版 的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中国》 透露， 因为

与肖洛姆的文字缘， 姚以恩和钱锺书、
曹靖华、 萧乾等老一辈文人也结下了缘

分， 并一直致力于研究肖洛姆。 据他考

证， 早在上世纪初， 国内文艺界进步人

士就注意到了这位杰出的犹太 人 民 作

家。 他在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旧报刊时发

现 ， 1921 年 6 月 20 日 ， 署 名 “P 生 ”
的作者即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关于肖洛

姆·阿莱汉姆的报道， 报道说: “现代犹

太小说家阿尔秦被人称为 ‘犹太的马托

温 （即马克·吐温）’， 就因为这位阿尔

秦的作品和马托温一样，思想也相像。 ”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介绍肖洛姆·
阿莱汉姆的文字。 对于“P 生”这一笔名，
姚以恩曾作过多方面的考究， 但始终未

能查明，直到后来专门向茅盾请教，竟意

外地得到回信:“‘P 生’即是我。 ”
事实上， 茅盾也是将肖洛姆小说介

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 。 1921 年 ， 他

在主编的 《小说月报 》 10 月号上 ， 发

表了他自己翻译的肖洛姆的小说 《贝诺

思亥尔思来的人》。 之后， 这篇小说又

被收入茅盾短篇译文集 《雪人》。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

告诉记者， 肖洛姆虽然从未到过中国，
但由于其作品翻译较早而广泛， 中国人

对他并不陌生， 肖洛姆作品的译介和研

究也备受学界关注。 其中仅 《莫吐儿》，
50 余年间已先后以 10 种不同的版本出

版发行数十万册， 受到中国少年儿童的

欢迎。

文化 广告

他为民族电影工业
写下华彩的重要一笔

上海电影界纪念著名导演桑弧诞辰百年

本报讯 （首 席 记 者王彦 ） 昨 天 ，
上海电影界举办 “纪念 著 名 电 影 导 演

桑弧诞辰 100 周 年 ” 座 谈 会 ， 上 海 人

民出版社出版 的 《桑弧电影文集 》 同

时首发。
桑弧对中国电影史意味着什么？ 专

家们认为， 他是为民族电影工业写下重

要一笔的 “文华” 作者， 他是开了多项

先河的第二代导演标志性人物。 上海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朱枫试图从两个截面切

入： “其一， 桑弧导演是全才， 无论是

《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美轮美奂， 还是

《祝福》 的深邃工整， 抑或 《子夜》 的

重彩浓墨， 他驾驭起来无不得心应手；
其二 ， 他是中国电影界风格鲜 明 的 喜

剧 电 影 导 演 ， 尤 其 是 他 早 期 的 作 品 ，
通过表现人性 、 家庭 进 而 关注社会的

创作原则， 于平凡中捕捉隽永， 充分体

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电影艺术家的操守

和智慧。”
桑弧本名李培林， 他的名字与电影

史的 3 个 “第一” 紧紧相连———他拍摄

了 1949 年后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梁山

伯与祝英台》、 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祝

福》、 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 《魔

术师的奇遇》。
正如戏曲电影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

史上拥有卓绝的地位， 桑弧导演的越剧

片 《梁山伯与祝英台》 也有着今人意想

不到的价值。 先是拍摄期间， 时任上海

市市长的陈毅听闻剧组缺少高强度的炭

精灯照明， 特地调来防空用的探照灯。
影片面世后， 周恩来总理在出访法国期

间会见了卓别林， 后者问起新中国电影

来， 总理早有准备，他带去的便是《梁山

伯与祝英台》。桑弧之子李亦中教授介绍

说， 周总理不仅一手把影片带到国外，
“他还亲自把译名改成《中国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外国人一听就明白”。而卓别林

看完， 激赏于中国导演能将纯粹又优雅

的中国戏曲艺术与新兴的电影艺术共冶

于一炉， 直称其为 “非凡的电影”。
而拍摄于 1981 年的 《子夜》 则折

射了作为优秀导演的桑弧另一种光彩，
那是属于大师与大师之间的碰撞。

李亦中记得， 因为年轻时有着银行

职员的从业经历， 父亲早在 1960 年代

就有了把 《子夜》 搬上大银幕的念头。
1979 年前后 ， 年过六旬的桑弧忽然开

始了长跑， 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 坚

持了大半年 。 一问才知 ， 他是 为 了 拍

《子夜》 做准备， 因为他觉得做导演是

个体力活 ， 自己要想完成 20 年 夙 愿 ，
非得先练就一股精气神不可。

不过， 真正值得惊叹的， 依旧在于

艺术本身。 原上影厂文学部编辑、 曾与

桑弧共事于 《子夜 》 剧 组 的 徐 世 华 现

已入耄耋之年 。 可他清晰记得 ， 桑 弧

改编剧本时大刀阔斧的手笔 。 茅 盾 先

生的原著里有近 90 位出场人物， 且多

在前五章就登场亮相 。 桑弧认 为 这 与

电影的艺术规律并不相符 ， 所 以他先

把小说里的人物列张表， 挨个梳理人物

小传， 斟酌深浅。 舍弃一人， 勾掉一个

名字， 慢慢整理出一张电影 《子夜》 的

人物谱。 相比原小说， 电影里有名有姓

的角色减少了一半， 而故事也更集中于

摩登上海了。
若问李亦中， 他父亲的代表作是哪

一部， 他说 “那一定是 《哀乐中年》”。
在许多学者眼中， 类似 《哀乐中心》 那

样的喜剧 ， 确乎代表了桑弧的 艺 术 高

度。
两年前， 曾散佚海外的由桑弧导演

的 《假凤虚凰》 重归上海， 在上海电影

博物馆做了两场放映。 有评论家认为，
影 片 平 缓 却 委 婉 地 演 绎 着 凡 俗 小 曲 ，
那是一种市井人生的聪慧 ， 仿 佛 生 活

的乐子就在醋翻瓶倒间兜转 ， 在 飞 短

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 。 上 海 电 影家

协会主席张建亚说： “桑弧的喜剧浅显

而生动 ， 尽管只是芸芸众生的 悲 欢 离

合， 却也力透纸背地表达了活着的幸与

不幸。”

沪剧 《邓世昌》 创作 2 年来， 不断打磨， 并在全国演出。 （资料照片）

70 多年前 ，
中国外交官顶住

各方压力， 以个

人 名 义 为 4000
余名犹太难民发

放 了 “ 生 命 签

证”。 如今，高满

堂希望自己的书

写能对得起真实

的历史， 让这段

曾打动欧洲人民

的往事也打动荧

屏前年轻的中国

观众。
图为 《最后

一张签证》剧照。

电影《子夜》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