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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柴米油盐与平凡岗位中的真心英雄
现实题材温暖“五一”电视荧屏

上 天 入 地 的 古 装 玄 幻 不 见 了 ，
老百姓的日常 生 活 与 各 行 各 业 的 运

行方式， 成了近期荧屏的绝对主角。
五 一 期 间 ，《娘 亲 舅 大 》 《下 一 站 ，别

离》《阳光下的法庭》《真爱的谎言之破

冰者》 等几部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的

集中发力， 丰富了荧屏中的当代社会

生活图景 ， 也探寻着 那 份 在 柴 米 油

盐与工作岗位中生长的英雄主义。

在亲情与爱情中寻找
人世变换中不变的细腻与
真挚

亲情与爱情是现实题材中非常受

观众欢迎的主 题 。 时 下 ， 《娘 亲 舅

大》 与 《下一站， 别离》 两部电视剧

分别聚焦亲情与爱情。 与以往一批展

现都市俊男靓女的 “奇情”， 或是在

婆婆妈妈间将家庭伦理变成一地鸡毛

的电视剧不同， 这两部作品从可信的

日常情感入手 ： 一 部 讲 述 了 上 世 纪

80 年代北方小城中三个舅舅将姐姐

的遗孤抚养成人的经历， 一部讲述了

都市青年在 “契约婚姻” 中习得爱情

真谛的故事。 两部电视剧都通过新颖

的视角， 挖掘出生活中不变的细腻感

动与真挚情感。
《娘亲舅大》 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

纪 80 年代， 生活在北方小城的佟家三

兄弟， 刚从大地震痛失双亲的阴影中走

出来， 一直照顾他们的大姐却又因难产

去世。 照顾大姐留下的女婴， 成为佟家

三兄弟报答已故挚亲的唯一方式， 于是

三个性格迥异的男人一路成长 ， 在 30

年的岁月中为小女孩撑起了一个不同寻

常的家庭。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唯有

爱不缺席。” 《娘亲舅大》 的导演习辛

近年推出过 《三妹》 《继父回家》 等一

批情感题材热剧， 他坦言， 爱是一场生生

不息的轮回， 拍这样一部具有年代感的亲

情大戏， 是希望展现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改变， 以及带观众重温那个年代

的亲情大爱。
《下一站 ， 别离 》 则通过 “契 约 婚

姻” 趣味的设定， 直击当下都市青年的情

感困惑， 试图在喜剧化的情节呈现中探索

爱的真谛。 剧中， 李小冉与于和伟饰演了

一对在事业上颇为能干， 对待爱情却毫无

办法的大龄男女。 他们为了摆脱不婚与离

异带来的生活困扰， 开启了一段有名无实

的 “契约婚姻 ”。 这样极端的关系设定 ，
多多少少触到了都市青年想要得到爱， 却

又畏惧付出爱的 “爱无能” 症结， 而爱情

到底是获得美满生活的途径， 还是归宿本

身， 这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也在男女主人公

的嬉笑怒骂间浮出水面。

越来越多的行业英雄展现
不为人知的付出与伟大

随着现实主义题材回暖， 进入电视镜

头的行业越来越多。近期荧屏中的“行业英

雄”又进一步丰富起来，《破冰者》中打入贩

毒集团内部的缉毒警，《阳光下的法庭》中

具有法治理想与法治情怀的女法官， 通过

他们观众得以看到一个行业的幕后故事，
也被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与伟大感动着。

电 视 剧 《破 冰 者 》 颇 具 “谍 战

剧” 的紧张感。 罗晋饰演的男主角靳

远是一名 “无间道” 式人物， 他在商

界精英的伪装之下， 打入贩毒集团内

部， 实则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这个游

走在生死边缘的孤胆英雄， 不但要与

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还承受着情感的

纠结与无奈———为了完成任务， 他甚

至不得不隐藏真情。 据悉， 为了真实

反映缉毒警察的工作与生活， 《破冰

者》 主创特地去基层缉毒大队、 戒毒

所搜集素材， 从一线带回真实案例。
剧中不少看似离奇的情节， 其实都有

现实为底本。 比如电视剧开头， 无辜

的女主角谭逗 逗 收 到 藏 有 冰 毒 的 包

裹，就取材于真实事件，当年有一个在

澳洲留学的女孩，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主创也说道， 现实中一线缉毒警察每

天都在面对着生死考验， 用生命确保

一方平安。
为了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

呼应， 《阳光下的法庭》 在案件的选

择上， 走 “大气” 路线， 选取了环境

污染修复案 、 跨 国 知 识 产 权 案 等 大

案， 在人物选择上， 该剧别开生面地

塑造了一位女法官———由颜丙燕饰演

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国家二级大

法官白雪梅。 女性大法官所要面对的

问题具体而又真实。 在大学任教的丈

夫身陷侵权案， 作为妻子的白雪梅依

法回避， 却成为夫妻不睦的导火线；
她一边推动庭审的有序进行， 一边按

照最高法部署推进司法改革， 同时还

要面对同事与下属的不理解。 但这些

都没有动摇她的初心， 剧中的她无时

无刻不在践行自己的职业信条： “在
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法官

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不扩大解释但

也不拘泥于条文， 处理案件时把社会

责任放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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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下一站， 别离》 海报。

《向经典致敬———陆在易作品音乐会》 4 月 29 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 男中音廖昌永因右腿受伤， 绑着

支架坐着轮椅上台献演。 祖忠人摄

这个“五一”，思南公馆让人们看到另一番面貌
从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的书香萦绕，到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赏艺会的演出普及———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许多人看到

了上海复兴中路思南公馆的另 一 番 样

貌，邂逅“高密度”的文学艺术活动———
思南书局一楼花房， 作家共话当下阅读

热点；思南经典诵读会上，读者席地而坐

倾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背后的故事；为

期三天的第二届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
向公众免费开放逾百场中外剧团演出，
思南街区被分割成 15 个空间，充分利用

历史建筑间的空地，木偶艺术、肢体戏剧

等“迷你”演出轮流上演；思南赏艺会现

场，艺术名家化身导赏嘉宾，为市民解读

民乐的东方意境……
通过阅读， 优质文化资源正在 “思

南” 凝聚， 恰如思南读书会主策划孙甘

露 所 说 ： “思 南 IP 创 意 的 辐 射 延 伸 ，
不仅满足了广大读者对文学阅读、 艺术

交流的需求， 更以不断丰富拓展的内涵

形式吸引社会各界关注， 成为上海打造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新亮点、 新样本。”
复兴中路 517 号， 开业近十天的思

南书局门口， 昨天下午排起了蜿蜒的长

队， 许多读者迫不及待地要去这家新书

店 “打卡”。 全新打造的思南书局实体

店， 让一栋百年历史建筑拥有了现代面

孔， 仿若梧桐绿荫下的城市人文书房。
队伍中， 不少忠实读者正是循着复

兴中路 505 号思南读书会的足迹而来，
又在思南书局的特色阅读活动中再度相

遇。 从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到思

南读书会、 《思南文学选刊》、 思南书

局·概念店， 再到全新的思南书局， 数

年间， 思南街区文化氛围的酿成和实体

书店步步落地的历程， 正是上海出版文

化界探索新型阅读文化空间， 打响文化

品牌的大胆尝试。 一些资深书虫 “熟门

熟路” 直奔书店二楼文学区域， 近距离

触摸近 2000 种中外文学图书及相关品

牌杂志。 这里能看到同一本普鲁斯特 《追
忆似水年华》 的中英文两版不同风貌， 也

能第一时间阅读伦敦书评书店选书团队精

心挑选的 500 种英文版新书。 顺着木质楼

梯吱吱呀呀走上三楼， 为期一个月的 “从
布鲁塞尔到上 海———《共 产 党 宣 言 》 170
周年主题展” 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 今年

适逢 《共产党宣言》 问世 170 周年， 主题

展 以 真 理 的 “足 迹 ” “风 采 ” “底 色 ”
“味道” 等四大板块， 展出了多语种历史

文献资料。
除了源源不断的文学讲座和 沙 龙 活

动， “文化思南” 也向公众发出了一份份

艺术邀约 。 昨天下午 ， 思南街区气氛爆

棚， 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的多项演出轮番

上演， 如同天马行空的艺术派对。
荷兰克鲁斯表演剧团带来大型高跷演

出 《恐龙！ 恐龙！》， 5.5 米高的木偶恐龙

首次亮相申城 ， 令人惊讶的空中机械装

置、 视觉化戏剧元素相结合， 现场喝彩声

不断； 来自西班牙的零行为剧团带来曾

在 荷 兰 国 际 木 偶 节 获 第 一 名 的 作 品

《布丽吉特的最后一支舞 》； 摄影师马

良及其团队的巨人木偶装置 “嘻嘻福”
亮相 ， 呈现出与 欧 洲 团队截然不同的

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 艺术节现场充分利

用思南街区的公共空间， 每个场次的小

型演出都根据思南公馆空间特性量身定

制， 尽量不会彼此干扰。 “思南公馆本

身在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 人文底蕴上

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精髓， 艺术节也贯穿

了跨界融合理念。 观众能感受到与街头

艺术迎面偶遇的惊喜感， 获得多元的戏

剧视野和观剧体验， 动态演出与静态建

筑相得益彰 ， 不会影响漫步其 间 的 舒

适 。” 在思南公馆品牌总监郑毅看来 ，
名仕旧居的保护再利用、 梧桐绿荫鹅卵

石墙的文创活力， 都彰显了思南街区探

索实践文学艺术与生活的无缝融合。

廖昌永带伤唱响陆在易音乐作品
《向经典致敬———陆在易作品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者姜方）作
为 第 35 届 上

海之春国际音

乐 节 参 演 节

目， 《向经典

致敬———陆在

易 作 品 音 乐

会 》 4 月 29 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

乐厅上演。 演出现场， 廖昌永因右腿

受伤坐着轮椅上台， 领衔演唱音乐抒

情诗 《中国， 我可爱的母亲》， 赢得

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廖昌永告诉本报记者， 为了备演

原本即将亮相本届 “上海之春” 的上

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 《贺绿汀》， 在

演出时呈现出 一 个 瘦 削 的 贺 绿 汀 形

象， 他最近一直在忙着减肥。 “结果

我几周前跑步时用力过猛， 不小心撞

在了石头上， 导致右腿膝盖积水、 右

手骨折。” 尽管医生叮嘱廖昌永要静

养两至三个月， 但放不下舞台和观众

的他， 还是如约出现在日前举行的这

场音乐会上。
廖昌 永 为 听 众 带 来 了 陆 在 易 的

多首代表作品 ， 其 中 包 括 他 创 作 于

1991 年 至 1993 年 的 音 乐 抒 情 诗

《中国 ， 我可爱的母亲 》。 该 作 取 材

于方志敏在狱中 写 下 的 《可 爱 的 中

国 》 《清 贫 》 。 廖 昌 永 表 示 ， 这 首

作品听起来就像主 人 公 的 灵 魂 在 歌

唱 一 样 。 “这 是 陆 在 易 老 师写作时

间跨度最长的作品， 创作时他常常情

不自禁地落泪。”
廖昌永上世纪 90 年代在上海音

乐学院求学时， 就是 《中国， 我可爱

的母亲》 的首演者。 谈起廖昌永的表

现， 陆在易曾不吝赞美之辞， 认为在

中国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演绎这部

作品的人， 他拥有绝对的乐感。 陆在

易评价， 廖昌永在处理作品第二乐章

中 “醒来吧， 母亲的儿女， 醒来吧，

醒来吧， 沉睡的人们” 这几句时， 演唱

得尤为感人。
在廖昌永看来， “音乐诗人” 陆在

易的作品情感丰富、 内涵深刻， 具有浓

郁的歌唱性和抒情性。 “十年前当我在

维 也 纳 演 唱 陆 在 易 老 师 的 《望 乡 词 》
时， 也几乎唱到哽咽。” 日前举行的这

场音乐会上 ， 除 《中国 ， 我可 爱 的 母

亲 》 之外 ， 廖昌永还演唱了艺术 歌 曲

《望乡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等

曾让他动容的作品。 音乐会还呈现了陆

在易艺术歌曲 《桥》 《盼》 《祖国， 慈

祥的母亲》， 合唱序曲 《在十八岁生日

晚会上》， 合唱音画 《行路难》， 混声合

唱与乐队 《雨后彩虹》， 管弦乐 《夜林

酣舞》 等作品。
作曲家亨德 尔 的 话 常 被 陆 在 易 提

及： “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 那

我很遗憾， 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
陆在易希望用自己所掌握的音乐技法表

达思想和感情， 提升观众的艺术素养

和审美品格。 结束后， 陆在易在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进行个人专著签售，
现场观众排起长龙。 有乐迷说： “陆
在易的音乐极具人性化色彩， 听来心

中时常感到余波荡漾。”
4 月 29 日晚上的音乐会由指挥

家林大叶执棒上海歌剧院合唱团、 交

响乐团， 携歌唱家廖昌永、 韩蓬等倾

情献演。

获“白玉兰”奖后第一天就送戏基层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赴金山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 12 位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获奖演员， 昨

天一早坐上前往金山的大巴， 给那里的

观众送去 “玉兰芬芳映浦江———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金山专场

演出”。 他们中不少人前一晚刚在第 28
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颁奖晚会摘

得属于自己的那朵戏剧 “白玉兰”。
此 次 专 场 演 出 集 结 京 、 昆 、 越 、

沪、 淮， 以及豫剧、 评剧、 秦腔等八个

剧种， 为金山戏曲爱好者奉上一场艺术

盛宴。 演出开始前， 金山区文化馆剧场

内就座无虚席。 金山卫镇文体中心带来

的开场节目 《田歌情 》 结束后 ， 第 28
届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惠敏莉凭借高亢

明朗的秦腔 《易俗社》 选段 《上阵杀敌

英姿飒爽云飞扬》 博得满堂彩。 西安秦

腔剧院易俗社的剧目 《易俗社》 讲述了

易俗社的百年历史， 彰显了戏曲人的精

神世界。
“现场观众的热情和对我们表演的

赞赏令我感动， 这次和以往不同， 不是

和自己的同事而是与兄弟剧种、 兄弟院

团的艺术家们一起演出 ， 新奇 而 又 开

心， 大家交流艺术， 切磋技艺非常轻松

愉快，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能创造这样的

演出机会。” 刚刚摘得白玉兰主角奖榜

首的王平带来的评剧 《母亲》 选段掀起

了演出的一阵高潮。
全国多个地方戏陆续登场， 江南的

吴侬软语自然也少不了。 沪剧 《为你打

开一扇窗》 《赠玉兔》 都让观众叫好连

连。 在新一届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得主、
第十代 “宝哥哥” 王婉娜的红楼梦 《金
玉良缘》 《聪明累》 经典唱段中， 专场

演出落下帷幕。
自 2015 年开始，上海白玉兰奖艺术

团每年都会在颁奖晚会举行次日， 组织

一批获得白玉兰奖的优秀中青年戏剧演

员深入基层演出。 去年 8 月，尚长荣、蔡
正仁、谷好好、茅善玉、钱惠丽、史依弘、
王珮瑜等上海戏曲艺术家、 白玉兰奖获

得者赴宁夏、陕西、内蒙古开展“深入基

层、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与当地梅

花奖、白玉兰奖演员同台演出交流。
白玉兰组委会表示 ,今后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会更加关注在戏 曲 进 校

园、 进基层活动中取得成绩的院团与剧

组， 积极组织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家联动长三角 ， 走向全国 ， 探 索 搭 建

“走出去” 的服务平台， 进一步拓展白

玉兰戏剧奖的外延和影响。

12 位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获奖演员为金山戏迷送去 “玉兰芬芳映浦

江———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金山专场演出”。 王若峰摄

近日， 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的多项演出轮番上演， 如同天马行空的艺术派

对。 观众能从中感受到与街头艺术迎面偶遇的惊喜感， 获得多元的戏剧视野和

观剧体验。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