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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美好生活方式，剧院成为都市中央“桃花源”
上汽·文化广场2021春季户外舞台演出季落幕

春光摇曳、音乐轻抚、美食治愈……在这个
美好的季节，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成为都市中央
的“桃花源”，人们尽情享受。 日前圆满落幕的文
化广场 2021 春季户外舞台演出季中，“音乐剧演
员音乐会”“户外戏剧夜”“亲子嘉年华”三大节目
板块推出共 13 场舞台演出，192 家创意品牌摊
位一个周末吸引超 1.2 万潮流人士参与。 在这
里，生活、自然与艺术紧密结合，带给人们与主剧
场截然不同的观演体验。

“户外空间不仅仅是主剧场的延展，更是美
好生活想象的集合体。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说，已然走过三季时光的户
外舞台演出季不断探索“小而美”的演出基调，并
已逐渐成为与文化广场主剧场同样重要的艺术
阵地。“我们将以持续挑战新模式、积极面向新未
来的姿态迎接文化广场十周年，并逐渐赋予演艺
新空间更多个性表达与创新可能。 ”

进一步打开剧院边界，空间
艺化激发客群流动

“成为丰富人们感官体验的文化生态地标”

是文化广场在迎来开业十周年之际，提出的新的
剧院使命。本季户外舞台演出季在把控演出质量
的同时， 重在倡导生活方式对大众审美的引领，

不断扩展剧院演艺边界，通过激发不同空间的艺
化水平来丰富不同客群的感官体验与人文追求。

在今年的文化广场户外舞台，走到第七年的
“小白亲子嘉年华” 共策划四台七场舞台演出与

16 场艺术活动。 比起纯粹演绎和单向输出，“亲
子嘉年华”将表演互动空间延续到观众席，鼓励
亲与子的双向沟通与孩子的主动表达。 一把吉
他、一个钢铁脚手架，简单布景也能和想象力碰
撞出耀眼火花，让大小朋友在轻松氛围中放飞想
象。 不只舞台，市集、艺教工作坊、展览等活动也
给孩子们提供完整的剧场艺术体验。

户外舞台演出季的新意与心意，亦延伸至文
化广场 6000 多平方米的全域空间。 去年十月推
出的凡几市集在时隔半年后，以有史以来的最大
规模回到文化广场。古月市集则将具有现代性气

质的东方美学空间搬上文化广场， 融合了趣物、

雅集、体验等不同板块，在密布的大厦间提供了
一个诗意栖居、思接古人的场所。

未来，户外舞台演出季将在已有板块中精进
成长，继续将这片绿茵草地打造为一个更完备的
生活社区，在都市忙碌的生活间隙给市民游客提
供娱乐生活的新体验。

延续“小而美”演出基调，让
原创佳作抵达更多人群

户外舞台演出季在节目类型的选择上，延续

了“小而美”演出基调的同时，更为多元化的艺术
类型与原创实践作品提供了市场化的通道与触
达更多人群的舞台。

全新引入的节目板块 “户外戏剧夜”， 特邀
三所在戏剧领域耕耘多年的高校———上海戏剧
学院、 复旦大学 、 南京大学的校园戏剧社团 ，

将其原创出品的四台精选获奖作品搬上户外演
出空间 。 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出品的京剧
《朱丽小姐》 与韵剧 《朱丽先生》 以现代戏剧之
父斯特林堡的代表作 《朱丽小姐》 为基底， 将
西方戏剧程式与东方戏曲有机调和起来； 复旦
剧社的话剧 《种子天堂》 再叙 “种子英雄” 钟
扬教授生前的科研伟业， 展现治学之人心怀天

下的视野与胸怀； 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上演
由朱宜编剧的原创话剧 《世外》， 传递 “人生天
地间， 忽如远行客” 的哲学巧思。 六场充满新
意与青春活力的舞台表演共吸引观众超过 1000

人次。

在音乐剧垂直户外演出板块，三场“音乐剧
演员音乐会”人气爆棚。 《“野路子”音乐会》在大
草坪上带来“停电”限定专场，灯火璀璨的舞台效
果、脱俗的服装造型配上狂野的选曲，刘令飞和
观众完成了风中的浪漫相遇；“音乐剧系男生宿
舍”“演员们的春令营”在舞台上展开演员间游戏
与唱功的较量，展现了歌声内外、舞台上下青年
音乐剧演员们的真实个性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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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陈薪伊“开弹幕”，问年轻观众找情感共鸣
《商鞅》24年后与姚远再合作，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七月上海首演

“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 》，

我追了好几遍， 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今年， 著名导演陈薪伊时隔 24 年后
再度与编剧姚远合作 ， 要将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 》 搬上话剧舞台 。

这二人曾强强联手， 缔造了舞台经典
《商鞅》。

为了了解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

“最近我特地又开着弹幕看了一遍电
视剧， 有意思”， 83 岁的导演认真地
说。

话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 日前发
布的首版概念海报上， “人间正道是
沧桑” 七个字挥洒出毛泽东手迹的豪
迈潇洒； 红黑白三色奔涌而出的主色
调， 既像黑夜里燃烧的火焰， 又像江
河中流淌的鲜血， 象征着那个血与火
的年代中无数人的牺牲与付出……陈
薪伊感慨 ， 用这出大戏来庆祝建党

100 周年非常有意义， 为观众诠释我
们党历百年而风华正茂、 饱经磨难而
生生不息的 “成功密码”。

江奇涛“放心”姚远担
纲话剧编剧

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 年
播出后广受好评，12 年过去了， 仍是观
众心目中的经典。 原著作家江奇涛告诉
记者，过去十年间有许多人动过将《人间
正道是沧桑》搬上舞台的念头，前来洽谈
版权的亦不在少数。然而，对于这部他本
人最满意的作品， 江奇涛对改编事宜一
直非常谨慎。三年前，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首次推出“东艺制造”原创计划，话剧版
《人间正道是沧桑》赫然在列。 历经多次
拜访、沟通和交底，江奇涛被东艺团队的
热情和真诚打动， 决定免费独家授权给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打造话剧版本的《人
间正道是沧桑》。

江奇涛创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以

1925 年至 1949 年间杨家三兄妹的人生
脉络为主线，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
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

丰富的故事巧妙相融， 再现了中国共产
党顺应时代潮流， 建立新中国的必然历

史命运。 由电视剧改编成话剧，《人间正
道是沧桑》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
将 50 集的电视剧体量，缩减到同一个戏
剧空间，并在短时间内完成复杂叙事。姚
远曾与江奇涛共事多年， 两人曾多次参
与集体创作。 江奇涛说：“交由姚远来担
任话剧版的编剧，我很放心。 ”

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姚远几乎拿遍
了国内戏剧大奖 ，《商鞅 》《厄尔尼诺报
告》《李大钊》 等扛鼎之作与他本人低调
的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次执笔改编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希望用另一种方
法把故事说出来。 “什么是人间正道？ 为
什么这部剧到现在还有生命力？ 它不仅
仅写过去的故事， 更展现人物在历史洪
流里的翻滚浮沉。 ”姚远表示，这部剧不
是想告诉观众“结论”，而是意图引发更
深层次的思考。

从年轻观众的情感共
鸣出发讲好故事

“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这首诗，当
时只有20岁出头，甚至并不知道‘人间正

道是沧桑’该怎么理解。我就去问老师、

查字典。 后来又去理解前一句，‘天若有
情天亦老’。 这句诗几乎成了我的人生
观，遇到困难就会想起它。”陈薪伊说。已
耕耘戏剧舞台60年、迄今有近100部作品
的陈薪伊，虽是耄耋之年，对戏剧艺术仍
初心不改，近年来创排了话剧《洋麻将》、

全女班莎剧《奥赛罗》、话剧交响剧诗《龙
亭侯蔡伦》等佳作。跨越近四分之一个世
纪后再度合作， 陈薪伊和姚远直言：“这
次默契度比排演《商鞅》时更好了。”

50 集电视剧即便压缩到五小时的
舞台呈现，也已非常“紧凑”，但陈薪伊还
想再挑战极限：“对观众来说， 五个小时
坐在剧场里是一种疲惫战， 我不习惯做
这样的戏， 我还是想把戏限制在三小时
之内。 ”因此，她必须在《人间正道是沧
桑》原有的杨、瞿两家故事中取一舍一，

但在取舍中优先考虑年轻观众的情感共
鸣。“年轻人和上一代人的理解的确有不
同，在杨家兄弟中，他们既喜欢杨立青，

但同时会同情杨立仁， 年轻人对人物的
情感共鸣非常强烈， 这让我决定将话剧
呈现的重心放在杨家。 ”

艺术与建筑“共生”，
沈伟将携优秀舞者掀起创新风暴

初夏的上海又将掀起艺术创新风暴。 国际知
名编舞家、 视觉艺术家沈伟的新作———浸入式艺
术现场《融》，将于6月11日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
心举行全球首演并连演10场。届时，沈伟将携手37

位中国优秀青年舞者，呈现舞蹈与绘画、摄影、装
置、影像等相结合的全新艺术形式。 “这是一次艺
术冒险，也是一次自我挑战。”沈伟告诉记者，受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邀约， 他已在海南闭关构
思近半年，并为艺术现场创作了60多幅绘画新作。

《融》 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全新艺术品牌

ARTRA“自定艺”的重磅项目，同时也将作为西岸
文化艺术季2021梦中心特别单元的开幕首演。

融入中国文化和智慧，艺术
创新引领世界

近年来，沈伟陆续将《声希》《春之祭》《地图》

等作品带到中国舞台，全新艺术现场《融》的创意
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心研究。 上世纪90年
代，沈伟在纽约尝试开发新艺术表现形式，运用多
媒体进行艺术形式的跨界创作；如今，他将在上海

再次推出突破性创举。“如果没人去实验未来的艺
术，那么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学。 ”

乍一看，《融》似乎是纽约那场《分与合》表演
的升级版，但实质是一次全新艺术尝试。 “现场包
含了中国文化和智慧， 也融入了新的创作探索和
知识，呈现方式更具创新性。”为了专注创作，沈伟
曾在海南陵水的小镇闭关了5个月。 “抬眼望去就
是大海，只有古琴、绘画、书籍和创作相伴，让人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沉浸在创作或思考状态里。 ”

《融》将在“跨界与多媒体”主题上不断拓展延
伸，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新艺术形式距离普通观
众会有多远？ “观众与演员极为贴近，几乎可以面
对面欣赏舞者肢体动作的细节。 观众不用担心看
不懂，我保证它好看、好听、好玩，让你打开感官和
思维空间。 ”沈伟选择上海作为新作首演之地，因
为他相信上海观众的包容力和接受力，“上海是一
座开放的城市， 上海观众对未来的艺术和新兴的
现象有着饱满的好奇心。 ”

“艺术奇观”不可复制，新形
式展演拓宽思维空间

西岸穹顶艺术中心位于龙腾大道龙耀路口，

前身为上海水泥厂预均化库。 上海水泥厂已有超
过百年的历史， 曾是中国重要的现代大型企业之
一。 在这片工业遗存中，沈伟看到艺术与建筑“共
生”的可能性，并为此修改了10余稿方案。可以说，

《融》是为西岸穹顶艺术中心量身定制的。

从空中俯瞰，《融》将呈现出“外圆内方”的样
貌———圆代表乾，方代表坤，乾为天，坤为地；其间

64个展位代表64卦， 象征容纳万物。 沈伟表示，

《融》将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疫情改变了人类生
存的大环境，他的作品有感而发，象征着人与社会
的关联。 走进《融》的现场，观众将步入一处“艺术
奇观”，多形式艺术 “卦象 ”在艺术天地里变化无
穷，以新颖且独特的方式，让观众与舞者、人与万
物互合为一。

据悉，不少凭借《舞蹈风暴》破圈的优秀舞者
加入沈伟的新团队，广东现代舞团、谢欣舞蹈团也
加盟了《融》的演出。 其中，朱凤伟、郝若琦、郑杰、

苏海陆和王念慈等青年舞者常年活跃在剧场舞
台，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着深厚渊源。沈伟告
诉记者， 他与团队将在上海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
训练和排演。“浸入式艺术现场的表现形式对舞者
的艺术能力和专注程度都是极大挑战， 要求舞者
真正表达出动作的质感，而非‘照葫芦画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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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通过运送食用盐、

药品等战略物资， 来体现国民党
围剿期间， 中央苏区生活条件的
艰苦； 通过护送 “大表哥” （原
型叶剑英）、 “爷叔” （原型周
恩来） 等重要人物过境， 昭示中
央领导机关的转移。

而在人物塑造方面， 剧中主
角潘雨青 、 邹叔宝等基层交通
员， 都不是冲锋陷阵的将军。 相
反， 他们烟火气十足， 船工、 酒
家、 贩夫走卒等便是他们的日常
身份。 这样的人物接地气， 亦带
有当地 “土著” 文化色彩， 是中
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的
具象体现。 《绝密使命》 以这两
位主人公为代表， 表现了一批在
信仰、 信念、 忠诚的引导下， 有
勇气有智慧的优秀共产党人。 就
是这群看似貌不惊人的基层党
员， 冲破国民党特务的 “白色恐
怖”， 向苏区输送重要人员、 紧
缺物资、 秘密情报， 以鲜血和生
命维护了红色血脉的畅通， 在当
地留下 “一盏伯公灯， 满门七烈
士” 的革命记忆。

以艰苦卓绝下
的赤胆忠心，彰显
共产党人的初心

“三绝 ”系列的总策划袁锦
贵曾说，在剧本开发阶段，《绝密
使命》最震撼人心的是历史的真
实。 上世纪 30 年代，为了加强党
中央与湘鄂赣 、鄂豫皖 、闽粤赣
等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建立了长
江线、北方线和南方线三条主要
秘密交通线，《绝密使命》再现的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南方线。 它从
当年的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

途经香港 、汕头 、大埔 、永定 、长
汀等地，最后抵达瑞金。 历史上，

这条三千公里的 “地下航线”在
多次反 “围剿 ”中始终保持安全
畅通，6000 多担物资从白区运到
苏区，护送 200 多位领导干部安
全过境， 中间没出过任何差错，

一批批交通员为此历经血与火
的生死考验。 但他们没有一个贪生怕死，没
有一个叛变， 更没有一个畏难而放弃任务，

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说， 这一连串 “没
有一个 ” 正是该剧在精神文化上的突出贡
献。 “它激情讴歌了 ‘忠诚’ 这一共产党人
最宝贵的品质。 艰苦卓绝下的赤胆忠心， 是
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 一步一步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光荣梦想的最
强大的精神力量。”

《绝密使命》 从一开篇就道出了中央交
通线的严峻与危险， 侦缉队、 国民党军队、

民团、 白狗子在交通线上设下重重关卡， 六
名进步学生被国民党侦缉队枪杀， 青溪站站
长潘雨青甚至亲眼目睹交通员为了保护情报
被乱枪打死在江中 。 但越是艰难凶险的环
境， 越是彰显共产党员的斗志与信仰。 护盐
小组在为苏区送盐的途中与国民党发生枪战
全部牺牲， 盐块上面沾满了烈士的鲜血。 同
天饭店联络员孙同阶为了保护党组织， 放弃
逃跑机会， 受到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壮烈牺
牲。 交通员李科长为了保护邹叔宝同志不落
入敌人之手， 主动承认自己是周成， 最后不
愿做俘虏跳崖， 在牺牲前传递出情报……

三千公里的秘密交通线上处处是杀机，

为什么共产党人能把战略情报 、 食盐 、 药
品、 枪支和人员， 安全送到中央苏区？ 如此
残酷、 惨烈的牺牲就在眼前， 却为何还有这
么多人前赴后继？ 李准说， 《绝密使命》 通
过真实又密集的牺牲描写， 把对于忠诚和信
仰的书写推向了极致， 也把这部作品的精神
价值从 90 年前延展到了今天。 剧中的交通
员说： “我们选择这条路出发， 只知道有出
发点， 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秉持这份毅然
决然的忠诚与勇气， 一群基层中国共产党人
用生命走出了一条路、 一条中国共产党走向
胜利的路。

■本报记者 宣晶

▲音乐剧演员刘令飞在文化广场户外舞台上演《“野路子”音乐会》。

荨去年十月推出的凡几市集在时隔半年之后，近期回到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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