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德基百家民俗餐厅致敬传统
“百鸡百吉”发掘中国之美

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水平提高， 传统

民艺在现在年轻人中也有了新设计和新

审美的表现， 与此同时， 一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亟待用现代方式去呈现和传承。
2017 鸡年肯德基致敬中华传统支持文化

传承， 将民俗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

创意进行升级， 用二十多种民俗艺术将

一百多家餐厅装饰一新， 不同民俗艺术

形式表达多种鸡的形象， 寓意鸡年吉祥，
故称 “百鸡百吉”。

民俗艺术结合现代设计
用餐厅展现中国之美

在上海， 肯德基选取了富有上海本地

特色的金山农民画用于 “百鸡百吉” 主

题餐厅的设计。 在做上海主题设计时，
设计师也是别出心裁———把色彩斑斓的

农民画特色结合于上海的都市设计中展

现外滩、 摩天大厦、 石库门； 以及老上海

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变迁。 既保留了

传统上海的民俗又表现出国际范儿、 时

尚气。 其中部分上海金山农民画民俗主

题餐厅还配以时尚橱窗的展示， 引得路

人纷纷驻足欣赏。
据悉， 部分 “百鸡百吉” 主题餐厅在

新年期间， 正举办民俗艺术创意活动。 1
月 21 日， 上海的五角场万达餐厅作为

“百鸡百吉” 主题店就在餐厅所在商场开

展了一场民俗文化迎新春的活动。 捏面

人、 糖画、 剪纸， 这些本土的民俗文化

手工艺表演， 一一在肯德基餐厅呈现，
吸引了不少大人小孩的目光。

一位 80 后消费者表示： “看到这些

民俗手工艺人， 有了小时候过年逛城隍

庙的感觉， 浓浓年味儿。” “这样的活动

展现了海派文化与传统艺术之美， 让大

家能更深刻地了解和体会中国民间艺术、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孩子觉得有意思，
其实也很有意义。” 一位带着小朋友的

家长说道。

推出 “闻鸡起舞” 新春桶
年味美味迎新年

据了解， 肯德基此次也趁势推出具有

积极正能量寓意的 “闻鸡起舞” 新春全

家桶。 桶身包装用传统艺术剪纸的形式

展现一只色彩斑斓、 昂首挺胸的吉祥鸡

形象， 并配以中国书法 “闻鸡起舞” 四

个大字。 新春全家桶内包含了香辣鸡腿

堡、 劲脆鸡腿堡、 吮指原味鸡等多种不

同的组合再配上蛋挞等多种小食。
而肯德基形象代言人鹿晗， 在最新广

告片中， 也身着上校服装随动感的音乐

“闻鸡起舞”， 颇为喜庆。 此外肯德基还邀
请了六小龄童和中国女排打造 “开始的

力量” 励志广告片。

小朋友们现场观看川剧变脸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生肖艺术展送上鸡年祝福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一年一度的生

肖艺术展日前在朱屺瞻艺术馆揭幕，展

出的 150 多件以鸡年生肖为创作主题的

书画、剪纸、泥塑、摄影作品，为市民送上

新年祝福。
参展的作品中既有徐昌酩、张根宝、

蔡育贤等海上名家的书画作品， 也有上

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子平、 奚小琴等工

艺大师们的剪纸艺术作品，面塑、撕纸、
金山农民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悉

数亮相。 以画鸡著称的画家徐昌酩的一

幅《丁酉大吉》，笔下的雄鸡精神抖擞；泥
塑作品《争鸣》将金鸡报晓的神态塑造得

活灵活现； 奚小琴的剪纸作品描摹了鸡

的优美体态。与此同时，近十位书法家挥

毫泼墨， 为社区居民免费书写春联。 面

塑、撕纸、扎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也来到现场，教授制作手工艺作品。
生肖艺术展是朱屺瞻艺术馆原创展

中 一 个 雅 俗 同 赏 的 传 统 文 化 项 目 ，自

2004 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 14 届。 本次

展览将持续至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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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侬软语传统戏
是上海人必备的“年货”

沪剧交响亮相大剧院 越剧“红楼”“梁祝”贺新春

一年里申城戏曲舞台新戏不断，
到了岁末新春之际， 吴侬软语传统戏

则成为戏迷的必备“年货”。看起来，是
年年岁岁相似的折子， 岁岁年年却有

不同的演绎方式。昨晚，“戏·聚精典上

海的声音———2017 迎新 春 沪 剧 经 典

交响演唱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上海

沪剧院继去年献演大剧院引发戏迷热

烈关注之后，赶在春节前夕，选择以吴

侬软语搭配交响乐的形式， 为观众送

上新春祝福；春节期间，上海越剧院不

仅上演梁祝、宝黛的爱情故事，也将以

“反串”形式闹新春。

00后首次集体亮相，耄
耋老将精神足

昨晚的演出，开场合唱《上海的声

音》的是一班 90 后和 00 后。他们分别

是上海沪剧院 2006 届青年团演员和

2013 届沪剧演员班学员。 其中的 00
后学员尚未毕业， 这次演出算是他们

第一次集体亮相。
令人欣喜的是，90 后这批青年演

员已经可以挑大梁———20 岁出头的

洪豆豆带来她去年主演大戏《回望》的
选段。 唱至尾声， 数十位演员为她伴

唱，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这里面，既有

她的同学和师弟师妹， 也有不少阿姨

辈的师姐。能有这样众星捧月般的“待

遇”，台上的洪豆豆表情很严肃甚至有点

紧绷。幸而演出结束得到观众的认可，有
观众甚至连说了三遍“真是好”。

资深演员轮番登台，《芦荡火种》《董
梅卿》《雷雨》《大雷雨》 等剧的经典唱段

一一呈现， 充分展现吴侬软语的沪剧艺

术魅力。久不开嗓的孙徐春也来了，不管

是独唱 ， 还是和老搭档茅善玉 的 合 唱

《家·诀别》都是一句一声彩。一个依稀透

着昔日潇洒，一个软糯不减当年，让台下

的资深戏迷不禁一起哼唱起来。
韩玉敏用 《阿必大回娘 家 》为 几 位

老艺术家的《名段联唱》开了个头。 观众

在台下给她竖起大拇指，不仅因为她唱

得了得，更为她 84 岁高龄难得的一份精

气神。

中生代带来看家戏，反串
折子戏热闹有看头

沪剧老中青几代人唱响经典旋律，
中生代越剧演员也将在春节期间为戏迷

带来节目。 大年初六到初八，钱惠丽、王
志萍 、方亚芬 、徐标新等将携 《玉蜻蜓 》
《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献演于天蟾

逸夫舞台，可以说，这 3 出戏都是各个流

派的看家戏。
春节期间， 上海越剧院还为新春订

制一台 《迎春·反串———越剧经典折子

戏》。 以往， 戏班岁末封箱时常演反串

戏， 一来为了热闹喜庆， 二也是在岁末

总结交流之时， 提供一个各个行当之间

切磋技艺的机会。 演出将给熟悉这些演

员的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徐派小

生应工的钱惠丽将化身 《九斤姑娘》 里

刁钻古怪的奇怪刁； 她的老搭档王派花

旦王志萍则在 《王老虎抢亲》 里扮演仗

势欺人的王天豹； 陆派小生黄慧改扮陈

三两， 毕派小生丁小蛙成了 《追鱼》 中

的鲤鱼精……
虽然反串戏有浓厚的喜剧色彩，追

求的是新颖和趣味， 但演员串演时仍是

四功五法按着规矩来， 决不会为了逗乐

观众而故意挤眉弄眼。 昔日梅兰芳演武

生应工的黄天霸， 得到杨派武生创始人

杨小楼的称赞。之前，钱惠丽反串的刁老

太也因为颠覆形象， 逗趣的视频在网络

上热转。

老戏也有新观众，学龄童
立志唱沪剧

不只是市中心剧场，假日的校园，闵
行、嘉定等区的剧场，甚至远在宁波的剧

院，都能与吴侬软语传统文化相邂逅。
上周末， 上海沪剧院在南洋模范初

级中学的礼堂， 首度向公众免费开放排

练。 “我们的排练场小，碰上大型演出

彩排，连演员自己都要侧身走动，更别说

安排观众了。 ”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说：“这一次赶上中学放了寒假， 于是借

来场地，赶在年前让观众吃上一口‘沪剧

交响年夜饭’。 ”
台上老中青几代人唱得 “闹忙”，台

下观众群的组成也很“丰富”。 观众通

过“沪剧之家”和“文化云 App”招募。
上海沪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沪剧之家”
一周内收到了上千条热情粉丝的报名

留言， 有戏迷还有不少年轻白领和高

校学生。 “文化云 App”的招募上线不

到 2 个小时 ，150 个活动参与名额就

被一抢而空。
虽说资深戏迷是主体， 但是出现

了不少年轻的身影。 现场一位上海海

事大学学生曹阳因沪剧高校巡演而迷

上沪剧。 他和复旦大学、 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来的小伙 伴 看 戏 时 还 带 着 任

务。 原来， 他们都来自中国 （上海）
高校传媒联盟 ， 是 “大学生记者 ”，
他们计划采访青 年 演 员 ， 把 关 于 沪

剧和沪剧演员的 报 道 发 布 在 微 信 平

台 上 。 小 曹 说 ： “他们虽和我们 同

龄， 因为从小开始学戏， 与我们走的

却是不一样的路。 很想让大家知道他

们成长经历和生活是怎样的， 透过这

样一群人让传统艺术跟当下大学生更

加亲近。”
排练活动结束后， 戏迷围着茅善

玉追问沪剧院新一年的演出计划， 一

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钻进了人群， 还

没自我介绍， 张口就是茅善玉的代表

角色瑞珏的经典唱段。 “音准真好，
长得真可爱 ！” 得到一众人的鼓 励 ，
小姑娘红了脸。 众人问她： “以后愿

意唱沪剧吗？” “嗯！” 这个回答和她

的唱一样干脆。

文化 广告

最是怀念“弄堂生活人情味”
《七十二家房客》以海派贺岁剧形式重返荧屏

弄堂口这边是裁缝铺， 那里是卖梨

膏糖的杜福林， 金医生出诊前衣服要熨

烫挺括， 大饼摊头上老山东夫妇正纠结

是涨价还是把饼做小———戏里这一幕虽

设定在几十年以前， 却是上海人熟悉的

邻里街坊、 市井构图。
穿梭半个多世纪， 高楼门禁替代了

“七十二家房客”，“但弄堂最让人怀念的

就是那般熙熙攘攘中的人情味”，上海人

民滑稽剧团团长王汝刚说。 从大年初一

到初八， 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将连续

播出滑稽戏贺岁剧 《七十二家房客》，每
晚 7 时播出一集。 王汝刚、毛猛达、张小

玲、李九松、陈国庆、龚仁龙、计一彪、钱

懿、潘前卫、陈靓、骆文莲、孙启新、许榕

真……这些熟悉的面孔将带新老上海人

寻寻记忆里的弄堂味道。
在王汝刚眼里， 《七十二家房客》

是滑稽戏史上的奇迹， 无论何时， 逢演

必火， “诀窍就在于其扎根民间的生命

力 ”。 山 东 嫂 嫂 生 炉 子 ， 老 裁 缝 卷 铺

盖 ， 房 客 甲 在 自 来 水 池 子 里 洗 衣

服———这 些 带 着 烟 火 气 的 生 活 场 景 仿

佛就在昨天 ； 杜福林卖梨膏糖 时 哼 的

调 ， 戏 里 “三六九 ” 这个旧社会警察

形象衍生出去的沪语俚语———这些生动

的音响今天仍在民间沿用； 而戏里金医

生碰到一般穷苦人家一个钱诊 费 都 不

要 ， 这种小人物间的守望 相 助 ， 依 旧

让人觉得温暖。
活灵活现又 鞭 辟 入 里 的 剧 本 ， 其

实出自老一辈滑稽艺术家的 “澡 堂 对

话 ”。 上世纪 50 年代 ， 杨华生 、 笑 嘻

嘻 、 张 樵 侬 、 沈 一 乐 这 4 位 老 艺 术

家 ， 想把常 年 艺 术 积 累 下 的 经 典段子

集合成一部完 整 的 滑 稽 戏 作 品 ， 正 巧

之 前 有 个 独 角 戏 《七 十 二 家 房 客 》 ，
讲述抗战时期上海市民邻里间的琐事。
那 出 独 角 戏 很 短 ， 不 超 过 半 小 时 ， 4
位老前辈当时一边泡浑堂 ， 一 边 就 把

“调查户口” “拔牙齿” 这些桥段拼起

来， “老瓶装新酒”。 1958 年， 该剧正

式公演。 “当时在八仙桥的大同戏院演

出， 一票难求， 不得不加演， 结果刚放

出消息说周日加演 日 场 ， 3 个 钟 头 不

到， 票又卖光了。” 王汝刚说， “两张

票子换到一套房子”， 在那个年代不算

戏言。
此后， 该剧的每一次复排几乎都伴

随着几分轰动 。 1978 年 ， 原来的大公

剧团改名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 推出的

第一部大戏便是 《七十二家房客》， 王

汝刚从艺的第一个角色即为此中的小皮

匠， “那时我只有 24 岁， 现在自己看

看 剧 照 ， 都 觉 得 那 个 时 候 卖 相 很 好 ，
难 怪 收 到 了 许 多 女 性 观 众 的 来 信 ” 。
2000 年的明星版排演 ， 剧团请来不少

明星外援， 王汝刚则从 “好人小皮匠”
变成了 “流氓炳根”。 这一版本开启了

滑稽戏艺术第一次登陆上海大剧院舞台

的篇章， 创造多项纪录。 当年下半年，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趁势推出由毛猛达、
李九松等本团演员主演的版本， 至此，
老一辈艺术家传 下 来 的 经 典 被 宣 告 完

成交接。
民间的热烈反响让这部出身于上海

市井的滑稽戏红遍大江南北， 被改编成

大量影视剧创作。 其中最为年轻观众熟

悉的， 就是周星驰作品 《功夫》。 在毛

猛达看来， “《功夫》 的戏核就是七十

二家房客， 包租婆的形象活脱一个二房

东”。 而逢演必火， 是因为 《七十二家

房客》 集中了滑稽戏里各种精髓。 王汝

刚例数： “其一， 这本子特别接地气，
扎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其二， 剧中

出现的小市民， 他们身上虽然有很多缺

点， 比如贪小便宜， 说怪话等， 但这些

小人物却时刻带着浓浓人情味， 特别是

遇到关键问题时， 他们都是正直的、 勇

敢的， 笑声中满是真情。 第三， 房客们

故事带出的道理， 放在今天仍然经得起

推敲。”

《红楼梦》
《梁祝》一向是

越剧迷喜爱的

经 典 剧 目 ，春

节期间， 上海

越剧院将以中

生 代 阵 容 呈

现。 图为钱惠

丽与王志萍合

作演绎的 《红

楼梦》。
（资料图片）

《七十二家房客》 中出现的各色小人物， 他们身上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

点， 但也时时刻刻带着浓浓人情味。 特别是遇到关键问题时， 他们都是正直的、
勇敢的。 王汝刚 （右）、 毛猛达、 张小玲、 李九松 （左）、 陈国庆……这些熟悉

的面孔将带新老上海人寻寻记忆里的弄堂味道。 图为该剧剧照。

剪 纸

作品描摹

了鸡的优

美体态。
（资料照片）

“精卫填海”造就无人艇

（上接第一版） 除了多次获得国家级

以及市级的科 研 成 果 奖 项 ， 这 支 团

队 还 连 续 两 年 孵 化 出 两 位 国 家 “杰

青” ……
追逐世界学术前沿， 长江后浪推

前浪———上大的这支无人艇团队，刷

新了我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一群非专业的人，干出
了专业的事

“你找谢教授？ 她不在，到北京领

完奖就直飞南沙了。 ”1 月 11 日，记者

赶到谢少荣团队所在的上海大学无人

艇工程研究中心就“扑了个空”，“根据

南沙海边的气温， 可以再做几天无人

艇的海测实验”。 这是谢少荣“争分夺

秒”要回到课题组的原因。
和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一样，无

人艇的出现， 开启了复杂海域检测这

一全新的市场。 作为一种无人操作的

水面舰艇， 它可以去执行危险以及不

适于有人船只执行的任务， 完成水文

地理勘察、搜救、探测侦查、排雷、反恐

等从民用到军事等各种不同的任务。
在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最早预感到无人艇“前途无量”的

是两位年轻学者， 其中一位就是学院

副院长罗均教 授 。 他 回 忆 说 ， 大 约

2009 年左右 ，在参加国际会议 、和同

行交流的过程中， 听说美国等国家都

在布局研发无人艇。当时，包括罗均和

谢少荣在内， 学科团队成员的主要研

究方向是机器人领域，和海洋、船舶、
军工这些和无 人 艇 相 关 的 领 域 属 于

“三不靠”。 虽然在人脉和学术资源上

不占优势，但罗均和谢少荣一拍即合，
决定组建无人艇团队。

“因为不知道前景到底如何，所以

招募到团队里的很多成员， 都是学院

在读的优秀研究生。 ”罗均告诉记者，
这就是无人艇团队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的原因———除了他和谢绍荣是 70
后，剩下的都是 80 后、90 后。

这 支 年 轻 团 队 的 爆 发 力 惊 人 。

2013 年，课题组研发“精海 1 号”无人艇一

炮走红———随中国海事 166 海巡船赴南海

巡航，“精海 1 号” 承担了对南海诸岛礁海

域的测量和检测任务， 不仅完成了对南海

西沙及南海诸岛礁的水下地形地貌及水文

情况的测量，还完成了勘察相关航路、检验

海图等航海资料准确性的工作。
此后，“精海” 系列无人艇屡立奇功：

“精海 2 号”搭载在“雪龙号”上赴南极进行

第 31 次南极科考任务，在南极罗斯海发现

了适合“雪龙”号抛锚的新锚地，并探明了

罗斯海 12 平方公里水域下地形测绘资料；
“精海 3 号”搭载在国家海洋局海监船上对

岛礁和近海浅水域等水下地形地貌、 水文

进行探测和自主航道测量；“精海 4 号”用

于内河湖泊环保、水利、生态监测。
“一群非专业的人，干出了专业的事。”

不少学界专家由衷感叹。

“精海爸爸”“精海妈妈”，
大多是80后90后

今年新春过后， 上大无人艇团队将着

手研发全新的“精海 8 号”，这一全新的产

品将聚焦生态监测和海洋环保领域。“新的

宝宝马上又要出生了。 ”实验室里，团队中

的不少 80 后、90 后向记者描述着即将研

发的新产品。过去 6 年，每一个“精海系列”
无人艇的诞生，对这里年轻人来说，都像孕

育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 他们更是一脸

自豪地自称是“精海爸爸”“精海妈妈”。
罗均感慨地说，“精海系列” 无人艇实

现了中国无人艇在南海巡航和南极科考等

关键领域从无到有的应用， 一举斩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创新金奖”
等多个奖项，正是团队成员们用一种“精卫

填海”般的精神换来的。“没想到，这些年轻

人这么能吃苦。 ”
无人艇要到海上平稳地“跑”起来，离

不开海测。 海测怎么测？ “坐着工作船跟

在无人艇后面一起出海， 在海上一蹲守就

是半天一天。” 90 后小伙柯俊加入无人艇

团队后， 动辄出差半年， 足迹遍布东海、
南海 、 黄海 。 “有时在海上吐得昏天黑

地，我就把自己绑在船上，这样才能完成

数据测试。 ”
和柯俊一起到各地做海测， 李小毛

的心理负担要更重一些。 孩子只有两三

岁，这位 80 后的年轻爸爸，一离开家就

是半年。“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凭着这

个朴素的心愿，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
同为 80 后的彭艳， 如今是上大无

人艇工程 研 究 院 的 执 行 院 长 。 当 初 怀

孕 6 个 月 时 ，眼 看 着 无 人 艇 海 测 实 验

进 入 关 键 时 期 ，彭 艳 挺 着 肚子、带上婆

婆、扛着“羽绒服外批军大衣”的装备赶

到海边……在这个团队里，除了小伙子，
就是“女汉子”，为了研发控制系统更稳

定、 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无人艇，“精海爸

爸”“精海妈妈”们没日没夜地拼搏，他们

的研究， 为我国研制复杂水域无人自主

测量装备奠定了重要理论和技术基础。

成员兼具科研能力和工匠精神

“我们是搞工科的，成功与否，最终

标准只有一条 ： 能不能把无人 艇 做 出

来。 ”罗均说，要做出符合市场需求和期

待的成熟产品， 解决从科学实验到工程

化的一揽子系统问题， 除了有敏锐的研

究眼光，动手实践能力同样重要。 “我们

的研究员， 经得起海水泡， 经得起冷风

吹 ， 经 得 起 一 身 是 泥 的 恶 劣 实 验 环

境———总之一句话，不仅强调科学精神，
也同样需要工匠精神。 ”

无人艇团队里有好几位 90 后， 都

是上大机自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留校

的， 如今， 他们已经在实验室承担了一

定的教学任务， 并开始带教新一届的研

究生。
罗均和谢少荣， 也是从一身海水和

一身泥水中熬出来的国家 “杰青”。 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 2016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 项 目

清单上 ， 谢少荣领衔的 “智能 与 自 主

机 器 人 ” 获 得 400 万 元 的 项 目 资 助 。
而此前， 罗均也凭借着卓越的科研实力

获评国家 “杰青” ———一个团队连续孵

化两位国家 “杰青”， 这在高校中并不

多见。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对这支年

轻的团队来说，即将到来的新年，注定是

一个需要凝神聚气、快速爬坡的关键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