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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国内首批海外剧目登陆2023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国际版块——

重逢“海外来客”，这些跨越山海的艺术家
柳 青

2023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于今日起至5月8日亮相，由名剧展
演、市民剧场和壹戏剧大赏三大主要板块组成的节庆活动，致力于打

造上海文化品牌，丰富上海文化生活：23台剧目上海首演率超过85%，
面向公众的户外戏剧巡游使整个静安城区化身为“流动舞台”，壹戏剧

大赏影响力和号召力日益凸显，今年首发的戏剧巴士巡游，将和静安

文化馆-上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戏剧巡演一起，真正体现“城市亦
舞台，全城皆有戏”。

怎样的城市更有“戏”？一群爱戏、懂
戏的市民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上
海或许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她海纳百川的
精神为所有人打造舞台、创造舞台。作为
上海市民文化节赛事之一、上海·静安现
代戏剧谷“国际静安、全城有戏”品牌的重
要内容，2023中外家庭戏剧大赛于3月15
日启动网上报名通道，经评审后于4月16
日公布大赛百个“美好戏剧之家”，并在专
题页面展示获奖作品。通过网络点赞和
专家评选最终产生十佳美好戏剧之家，并
在5月7日举行年度大赛颁奖典礼。聚焦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中外家庭戏剧大赛
旨在搭建市民文化参与、才艺展示的大平
台，打造“社会大美育”静安新品牌。

自2020年开办以来，累计超5000组
家庭因为热爱相聚在此，在聚光灯下变身
演员，讲述着自己的生活和故事。今年比
赛更是突破往年的“家庭”概念，只要有一
颗向往舞台的心，同学同事、街坊邻居等都
可以组队参与。大赛不仅推动了戏剧的普
及，也为市民文化活动多样性以及家庭和
谐关系的建设树立了新的标杆。经过多年
创新实践，赛事规模与参赛范围不断扩大，
立足静安区、覆盖全上海市、辐射长三角地
区及全国多个省市，吸引了上海、天津、江
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家庭积极参赛，有

力助推了戏剧文化活动的开
展和交流，奠定了家庭戏剧
品牌坚实基础。
“上海是一个戏剧氛围

浓厚的城市，拥有高品位和
高鉴赏力的观众。当市民们
走进剧院不仅仅只是看戏，
也参与表演，那将是一件非
常美好的事情。“作为本次大
赛的首席推荐官、国内首个
流行美声组合“力量之声”成
员，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声
乐教师、男中音歌唱家余笛
期待着：“希望更多热爱戏
剧、热爱生活的人们来到舞
台中央，酣畅淋漓地演绎自
己的人生剧本。”

因为戏剧，一家人有了
全新互动

穿着红色小长衫一搭一档说相声、戴
着可爱头箍做直播、又哭又笑间讨论“别
人家的孩子”……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
龚昊霖、龚祺霖家庭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
年参与中外家庭戏剧大赛，第一次参赛时
还是两年级的哥哥现在已是小学毕业班
的学生，当时幼儿园的弟弟也开始了小学
生涯，难怪妈妈姚贝霖感叹：“比赛见证着
孩子们一路的成长。”

从最初的小兄弟两人组，到如今一家
四口齐上阵，本职从事配音工作的“总导
演”姚贝霖带领着“家庭剧组”不断摸索和
调整演出的形式和剧本，”很难得每年有
这样一个机会，让小朋友在标准的大舞台
上展现、表达自我”，每次演出结束，她也
会给两个娃复盘，“这里台词说错了”“那
段表演还能够更好”。随着孩子们一天天
长大、比赛经验越来越丰富，姚贝霖切身
感受到兄弟俩的台风愈发稳健。

把更多市民领进戏剧之门、文艺之门
是大赛的初衷之一。每次报名前，姚贝霖都
会询问孩子愿不愿意继续参赛，得到的都是
积极的回应。去年，两兄弟还加入了小荧星
进行专业学习。“论表演，家长和孩子得互相
请教，”平时活泼爱笑的哥哥在表演哭戏时
投入的表现常常令妈妈又惊喜又惊讶，“戏
剧天生具备的感染力会让孩子情不自禁地
沉浸其中，展现出平时看不见的一面。”

当被问及坚持参赛的原因，姚贝霖将
其归功于戏剧本身，“从写剧本、排戏、表演，
这是一个欢乐和痛苦并存的过程，“大人执
导的时候需要站在小朋友的位置去考虑，孩
子和我们对戏时也会使用更平等的视角，这
样的互动是在课堂或者平日生活里很难体
验到的，也是我们参赛最大的动力之一。”

《爱情神话》里的“玛
雅”和弟弟都来了

“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在追我妈妈。”

看过电影《爱情神话》的观众，一定对其中
古灵精怪、说着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小女孩
“玛雅”印象深刻。今年中外家庭戏剧大
赛，“玛雅”的扮演者，10岁的冯玛娅与8
岁的弟弟冯安栋首次参赛，递交了《上海
话里和嘴巴勿搭界的“吃”》和《四大金刚
吃得美滋滋》两件作品。“吃功夫”“吃价
钿”“吃竹笋烤肉”……一连串上海俚语从
有着混血面孔的玛娅和安栋一个个蹦出，
很是反差萌，面对一桌沪上经典早餐四件
套时，姐弟俩一边介绍一边品尝得津津有
味，还列出了自己的上海小吃心愿清单。

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交流说德语，在
家里和妈妈沟通普通话和沪语并用，玛娅
和安栋日常里三种语言无缝切换，不过两
人还是一致认为“上海话最难了”。“他们生
在上海、成长在上海，不仅要了解中国文
化，也要懂海派文化。”姐弟俩的妈妈冯昕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自孩子牙牙学语后
就为两人特意营造了多语言的生活环境，
而玛娅和安栋也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
今，她会定期拍摄一些沪语小视频更新在
社交平台，记录孩子的成长，二人活灵活现
的演绎收获了不少粉丝和点赞。

可以说，玛娅和安栋是在镜头下长大
的小孩，在《爱情神话》走红之前，姐弟俩
就曾参与过不少平面拍摄，2020年还在
《我和我的家乡》中客串了一回小演员。
“两个孩子都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感
觉，”在冯昕看来，小朋友对文艺有着天然
的迷恋，“玛娅一接触电影之后就彻底爱
上了，安栋偏好音乐，现在同时在学习钢
琴、架子鼓和吉他。”“我的文艺细胞都是
被这两个孩子培养出来的。”冯昕笑着表
示。不久前，一家四口还去看了沪剧电影
《敦煌女儿》，两个熟稔上海话的小囡理解
片中的台词毫无压力，看完更是对敦煌石
窟里的壁画产生了好奇。
《爱情神话》上映后，常常有人在街头

跟玛娅打招呼、合影留念。“被人认出来挺
开心的。”玛娅身上有着10岁女孩的爽朗
和羞涩，和家人一起回看电影时，她还是会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弟弟安栋看到银幕里
的姐姐则觉得很“搞笑”，常常会边看边

乐。此次参加中外家庭戏剧大赛，“身经百
战”的玛娅有个小心愿——“能上台领个奖
就好了，心里美美的。”在姐弟俩的“演艺生
涯”里，大赛或将再添上五彩斑斓的一笔。

相关链接

打造儿童青少年戏剧艺术新地标

日前，中外家庭戏剧大赛承办单位

之一静安区文化馆入选首批“中国儿童

青少年戏剧艺术普及推广中心”，这是静

安区文化馆打造儿童青少年戏剧艺术新

地标的重要契机。未来，馆方将紧紧依

靠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借助平台优势，紧密联系首批另

外12家推广中心，以艺术培训厚植戏剧
创作为出发点，加强合作交流机制建设，

打造儿童青少年戏剧艺术普及推广新地

标。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儿童青少年

戏剧艺术与群众文化的融合，开设少儿

戏剧表演班。立足儿童青少年戏剧艺术

普及推广职责，在馆开设全年度儿童青

少年戏剧普及推广公益课堂，采用互动

游戏的教学方式，通过声、台、形、表的基

础训练，培养青少年对戏剧的兴趣，启发

想象力，提高语言和肢体的表现力，逐步

丰富戏剧体验。

静安区戏剧资源极其丰富，既有上

海市文联、上海戏剧学院、国际剧协等一

大批独天独厚的专业机构、专业院校，也

有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中福会少年

宫、马兰花剧场、小荧星艺术团等儿童青

少年戏剧优势资源，还有上海·静安现代

戏剧谷这一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戏剧节庆

品牌活动。未来，静安区文化馆将培育

“戏剧小谷”儿童剧团，剧团将聚焦全球视

野、中国情怀，以美育为根基，以戏剧为载

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儿童青少年戏剧

艺术创作、教育有机融合，从儿童青少年

的视角出发，做好日常排练、舞台呈现、艺

术实践、演出交流等，让戏剧表达拓宽孩

子们的视野，为儿童青少年戏剧领域培

育、输送人才。（本版图片来自戏剧谷）

时隔三年，“海外来客”与上海的观
众久别重逢。2023上海·静安现代戏剧
谷启动，今年将有三部国际剧目登陆戏
剧谷的舞台，分别是罗马尼亚锡比乌国
家剧院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希
腊苍蝇剧团的多媒体独角戏《弗里达·卡
罗》和意大利当代戏剧大师皮普·德尔邦
诺的作品《喜悦》。

随着国际演出恢复，中国戏剧人与
海外同行的交流也更密切，以活跃的创
作参与全世界最前沿的戏剧争鸣。在艺
术的基石上，艺术家的共识覆盖了差
异。易立明执导《我是哪一个》，剧本出
自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卡里尔·丘
吉尔，是她在千禧年后的代表作，这部剧
作不久前在伦敦复排演出，现在，中国版
也即将首演于上海，在戏剧谷的舞台上
和这里的观众相见。剧院的大门已经重
新敞开，帷幕开启，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
家不会缺席于上海的舞台，同样，富有探
索意识的中国戏剧人也不会缺席于世界
戏剧的舞台。

罗马尼亚国宝级女演
员演绎美国荒诞派名作

2019年，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
在上海演出《俄狄浦斯》，那部作品被当年
的壹戏剧大赏评选为“年度最佳引进剧
目”。这次，剧院带来了美国荒诞派剧作
家爱德华·阿尔比的首部百老汇作品《谁
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

当然，阿尔比对“荒诞派”这个定语
是很不屑的。他是美国当代戏剧界的
“恶童”，他挑衅上流社会，奚落高级知识
分子和艺术家圈层，不仅被“大雅之人”
视为克星，甚至在世俗社会也是千夫指
的害群之马。他是个不知道自己父母是
谁的孤儿，幼年离家出走，和富有的寄养
家庭决裂，以街头为家。他先拒绝了家
庭和监护人，随后拒绝了常规的校园教
育，从大学肄业，混迹于格林威治村，在
电台打零工，做推销员和杂役。这个流
浪汉以惊世骇俗的一部《动物园的故事》
踹开纽约剧院的大门，他的作品，是在体
面人的地盘亵渎体面人。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个剧名

来自玩笑的戏仿。阿尔比偶然在一家酒
吧的墙上看到一则学术笑话，动画片《三
只小猪》里的儿歌“谁害怕大灰狼”（Who’s
afraidofthebigbadwolf?），因为“狼”这
个单词的谐音，被篡改成“谁害怕弗吉尼
亚·伍尔芙”（Who’safraidofVirginia
Woolf?）。阿尔比借用这个学术玩笑，索
性百无禁忌地嘲弄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
内在荒芜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

汲汲营营实现阶层跨越的历史系教
授乔治面临中年危机，招架不住年岁渐长

但仍然破坏力极强的太太玛莎，两人的出
身不平等让他们看似一潭死水的婚姻危
机四伏。某个深夜，玛莎并不告知乔治地
邀请了另一对被视为“金童玉女”的学术
夫妻，组局的她向在场的每个人发起无差
别攻击，在挑逗和挑衅之间，污言秽语如
暴风骤雨，这几个德高望重或未来可期
的知识分子，最终在夜色和酒色中丢盔
弃甲。剧本台词尺度极大，以至于改编
成电影《灵欲春宵》时，导演不得不重写
对白，原话只保留了两句。而在百老汇，
阿尔比的污秽的幽默大受欢迎，首演大
获成功后，连演669场。普利策奖以“对
婚姻太过消极的描写”拒绝这部作品，但
丝毫不影响它锐不可当的锋芒，在此后
60年里成为常演不衰的长红剧目，甚至
被视为女演员能力的试金石。尽管时代
和语境不断地变化，阿尔比对“体面人的
精神空虚”这一点的拿捏和嘲弄，成了难
以超越的先知。

女主角玛莎是全剧的灵魂，这个角
色对女演员的挑战在于，好的表演要求
控制力微妙的平衡，而发生在玛莎身上

的恰恰是失控和失衡，她表现出的一言
难尽的丰富是为了最终裸露黑洞一般的
空虚。对于任何演员或观众来说，这个
作品是舞台上一场恶仗，它事关人物怎
样领悟空虚，表演空虚，并在这过程中给
空虚制造审美意义。在伊丽莎白·泰勒、
艾美达·斯丹顿这些前辈光芒万丈的成
功经验之后，罗马尼亚女演员奥菲利亚·波
比以她充满个性的方式，塑造了锡比乌
的玛莎，这也就不奇怪，她会被视为罗马
尼亚的国宝级女演员。

更多“弗里达”，更多
舞台上的可能

“苍蝇剧团”这个名字特殊，两位创
始人卡捷琳娜·丹沃格鲁和罗宾·比尔
在成立剧团时，拍摄了一支短片，名为
《杀死苍蝇》（KillingtheFly），于是就
给剧团起了这样一个恶作剧式的名字。

眼神明亮锐利的卡捷琳娜长了两道
极有辨识度的浓眉，在她很小的时候，就
被周围的人们议论她的长相酷似弗里

达，后来，当她尝试把艳丽的花朵戴到发
间，几乎每个看到的人都说她看起来和
弗里达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外貌的肖似
给她带来长久萦绕的疑问：弗里达到底
是谁？她象征了什么？

大众所知的弗里达·卡罗是墨西哥
女画家，墨西哥民族文化的热爱者。她
6岁罹患小儿麻痹症，18岁时车祸损伤
脊椎及盆骨，47岁感染肺炎去世。鲜血
和泪水浇灌出她的天才传奇，她承受着
身体的病痛、反复被背叛的感情，用激烈
的笔触画她伤痛不断的短暂人生。她一
生创作了150幅作品，大部分是自画
像。从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穿天鹅绒
的自画像》到隐喻命运的《两个弗里达》
《我的出生》，还有从自身经历衍生出《破
裂的脊柱》，她的作品爆发着忠于自我的
力量感。围绕着弗里达的电影和书籍层
出不穷，当代艺术和时尚潮流也频繁从
她的画作中拿取灵感，而卡捷琳娜认为，
这些泛泛而谈的致敬和挪用，都没有触
及艺术以及艺术家最本质的东西。她渴
望用戏剧的方式来回答，一个饱受肉体

和内心伤害的人怎样把生命带入绘画，
又怎样让绘画拥有了生命。
《弗里达·卡罗》的原名是《FridaKi

Allo》，“KiAllo”在希腊语中，意思是“更
多”。这个剧名，不仅以“谐音梗”致敬弗
里达，“更多”也构成多层次的指涉——钦
佩弗里达终其一生的艺术追求，渴望当代
文化中出现像弗里达这样充满生命能量
感的偶像，更进一步，创作者试图以戏剧
的方式开拓观众对弗里达的认知与想
象。作品以独角戏的形式，通过角色自
述，融合了多媒体影像，把弗里达·卡罗的
一生以“拉洋片”的形式再现于具体的时
空，让观众恍如进入一段沉浸式的旅行，
穿梭在卡罗的人生中。更重要的是，卡捷
琳娜在舞台上呈现了绘画的过程，“作画”
成为撕开了日常生活的奇幻世界。

他的表演是关于纯粹
的情感

2009年的欧洲剧场新现实奖颁给
意大利戏剧艺术家皮普·德尔邦诺时，授

奖词为：“他的作品是一首描绘社会边缘
化和多样性的诗歌。”皮普·德尔邦诺是
意大利当代戏剧最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
艺术家之一，他曾三次受邀参演阿维尼
翁戏剧节。受到即兴喜剧和费里尼电影
的影响，他开创了不同寻常的戏剧风格，
揉合小丑、音乐、马戏、童话、诗歌等元
素，把舞台变成人间万象的万花筒。

皮普始终抱有一种信念，相信艺
术是帮助人们走出绝望困境的必需
品，从他开始戏剧实践时，便致力于让
世俗看来不完美的、残缺的、需要被掩
藏被遮蔽的人们站到观众视线聚焦
处。1980年代初，他成立皮普·德尔邦
诺剧团，维持至今，这是一个非常规
的、由各类“边缘人”组成的团体，成员
有听障人士、流浪汉、唐氏综合征患者
等，这些未经雕琢的“素人”在舞台上
爆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能量。
《喜悦》的灵感来自剧团的一位聋哑

表演者Bob?，他已经去世，享年82岁。
舞台上的Bob?曾经令所有见过他的观
众难以忘怀，他无法阅读、无法写字、无
法说话，但他有一种天赋，一种无边无界
的共情感染力，可以触及每一件事、每一
个人。身处观众席的人们，会感受到他
逐步走进自己的内心。Bob?独特的表
演魅力，正是皮普一直以来追求探索的
戏剧力量，即，不拘泥于传统戏剧剧场的
表达，而是凭藉直觉、激情和每一个制造
情感联结的瞬间，让表演向观众的内心
深深处迈进。

皮普认为，剧场不仅意味着特定的
时间，特殊的空间，每一次剧场行为应该
成为一趟有获得感的旅行，在场景中穿
梭，在情绪中跳跃，最终成就惊喜。《喜
悦》就是这样一段旅程，演员与观众在短
暂共处的空间里，彼此建立亲密的情感
联结，观演双方一同沉浮于焦虑、喜悦、
痛苦、激情等极端情感的河流。最初，小
丑和马戏团跳着舞上台；接着进入一段
萨满巫师的记忆，谵妄或自由的幻想被
赋形；然后传来深沉的探戈，大地的悲歌
充盈于空间；追逐的影像出现又消失，小
纸船百舸争流于舞台，奔着这场旅程的
终点去：皮普与花艺师创造满台花卉，灿
烂盛放。

皮普的《喜悦》唤起了戏剧最古老的
能量：仪式和狂欢。这个作品被类比为
戏剧舞台上的《欢乐颂》，意大利剧评人
评价：皮普创造了令人难以抗拒的图景
——色彩、花朵和气球的胜利。他是一
个完全独特的艺术家，他的表演与其说
是关于角色，不如说是关于纯粹的情
感。经历了山海相隔的三年后，重新迎
来这些跨越山海的艺术家和作品，皮普
这部看似纯真且情绪高昂的《喜悦》，实
在是最贴切的隐喻。

2023中外家庭戏剧大赛评选进行时，大赛举办四年来规模范围不断扩大

超5000组“戏剧家庭”,勾勒出全城有戏的美好模样
王筱丽

▲穿梭在静安区的“戏剧巴士”。

▲意大利戏剧大师皮普·德尔邦诺代表作《喜悦》将于5月5日-7
日在云峰剧院上演。▲

来自希腊的《弗里达·卡罗》5月6日-7日登陆FANCL艺术中
心（艺海剧院）。

▲大赛佳
作展演上

周末成功

举行。

▲国内首个流
行美声组合“力

量之声”担任本

届大赛首席推

荐官。▲

来自中德家

庭的10岁的冯
玛娅与8岁的
弟弟冯安栋首

次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