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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宣晶

《欢乐颂4》评分走低几乎是毫无意外的，该剧唯一

能激起讨论的话题是：口碑收视持续下跌，为什么还要

拍、还要播？！答案透露着无奈——因为第三、四、五部

是一起拍的。而这意味着，待到第五部播出时，这个昔日

的爆款IP恐怕还会经历一次“挨骂”。短短七年时间，一

个影视IP到底为何走到这一步？与其说是主创急于“圈

钱”匆忙应付，倒不如说是对观众审美提升速度的“低

估”——观众在“进化”，影视剧主创跟上了吗？

回头看，《欢乐颂》IP的“横空出世”，及其后来的

“由盛转衰”都有迹可循。2006年的电视剧市场，无脑

的“甜宠剧”盛行、水时长的“婆妈剧”尚未偃旗息

鼓。告别了千禧年的《粉红女郎》，都市年轻女性群像

戏成为市场稀缺品。生活品质与文化审美不断丰富的当

下，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女性观众，期待影视主创能够

真正关注都市白领女性所思所想与情感生活。基于这样

的背景，《欢乐颂》可谓生逢其时。剧中，五位都市女

性出身家庭不同、性格职业迥异，因合租而走到一起，

由此展开女性互助的美好故事。而《欢乐颂》引爆舆论

的另一大因素，是其稳稳踩准了彼时社会舆论关注的各

类情感生活热点。不管是樊胜美引发的原生家庭“重男

轻女”问题，还是邱莹莹所代表的留在大城市打拼的

“小镇姑娘”，她们面临的困惑与焦虑，或多或少能够让

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找到投射与共鸣，也成就了《欢乐

颂》的“热搜体质”——几乎每播一集，剧中人物境遇

都要上一次热搜，引发大众讨论。

不过，踩准社会热点所带来的流量狂欢，遮蔽了剧

集在现实基础、思想深度与人物塑造上等方面的“先天不

足”。当追剧“上头”的观众冷静下来，禁不住发问：女总

裁、富家女怎么会跟职场新人同住一个小区？由此可见，

当最基础的戏剧设定也是“空中楼阁”，更不用说建立于

此的故事线索与人物关系推进，也就都成了“无根之

萍”。遗憾的是，后续孵化IP的过程中，主创并未补足这

些短板，甚至一口气连拍三部。这样一来，成本是节约

了、演员阵容是稳住了，可原本“紧跟社会热点”的内容优

势却被牺牲掉了。新“五美”尝试延续前两部的“人

设”，可又在具体的台词与事件反应上，拉不开差距，

叠加新演员阵容在市场号召力与观众缘基础上的参差，

以致口碑与热度持续滑坡几乎成了必然。

而反观这几年的电视剧市场，“都市女性群像戏”

早已不是《欢乐颂》“一家独大”。同类口碑热门剧集在

观众审美提升的倒逼下，不仅要踩准热点话题，同时也

摈弃陈腐价值观与傲慢的精英主义。于是，前有《三十

而已》为“出轨”“拜金”“女强男弱”等吸睛戏剧情节

设定，给出更符合当代女性洒脱理智的选择；后有《我

在他乡挺好的》《爱很美味》不仅呈现更写实的女性职

场处境与社会困境，同时也传递更加健康和与时俱进的

情感观。而即便是刚收官的《爱情而已》，跑的是“姐

弟恋”青春偶像剧赛道，却早已不见了“剩女”“催

婚”的老把戏。编剧花费大量篇幅聚焦人物成长，把

“撒糖”藏进热血奋斗之中，成为其脱颖而出的一大关键。多维度对比之

下，《我在他乡挺好的》中同时遭遇黑中介骗钱与职场“背黑锅”双重打击

的乔夕辰，和《欢乐颂4》里一开篇就凭嘴皮子升职加薪的余初晖，谁能让

观众更有代入感，不言自明。

《欢乐颂》IP的失利警醒着影视剧主创：这是一个不允许有丝毫创作惰

性的时代。仅仅依靠“追逐热点”达成“流量KPI”的取巧已逐渐失效，潜

心打磨作品内涵与深度，才是文艺创作“穿越传播周期”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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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筱丽）“沪语有种精
炼的美”“台词听起来特别嗲”“新的沪语

话剧什么时候来”……在某热门生活方

式平台搜索“方言话剧《雷雨》”，能看到

不少年轻观众写下的观后感，这样的社

会反响正是沪剧表演艺术家、宝山沪剧

团团长华雯创排作品时最期待的。继首

轮20余场演出取得不俗成绩后，方言话

剧《雷雨》将于5月12日至14日登陆美

琪大戏院。“沪语是海派文化的切口，沪

剧人大胆突破，希望通过这次尝试为剧

种‘引流’。”华雯表示。

华雯萌生制作沪语话剧的念头源起

彼时沪语舞台剧《繁花》的热卖。“当时我

看到这部作品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我

就想到，作为靠上海话‘端饭碗’的沪剧

演员，我们能不能也做些什么。”就这样，

华雯与合作多次的导演吴汶聪一拍即

合，决定做一部不同于任何版本的上海

话版《雷雨》。

沪剧《雷雨》是久演不衰的经典之

作，戏剧大师、《雷雨》话剧剧本创作者曹

禺也十分赞赏：“据话剧本改编的所有戏

曲里，沪剧是最好的。”华雯更是从19岁

起就出演“蘩漪”一角，她坦言，话剧的排

演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方言话

剧《雷雨》绝不是拿掉唱段后的沪剧《雷

雨》，当戏曲演员不能再通过演唱来表现

内心活动，反而倒逼我们寻找更丰富的

表演方式。”在舞台上，宝山沪剧团的演

员们暂时忘记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和身

段，不再“一说一动”，而是更集中地咂摸

人物的语言和语气。

走进剧场欣赏方言话剧，演员们纯

正的沪语演绎是表演外的另一大看点，

将普通话中的表达恰到好处地“翻译”

成上海话，同时还要区别沪剧《雷雨》

的语言特色，剧组上下动足了脑筋。经

过一遍又一遍的琢磨和试错，最终决定

周朴园、鲁妈等旧式人物使用尖团音，

周冲、四凤、鲁大海、鲁贵使用团音更

接地气，而蘩漪和周萍两种发音方式交

替使用。

与此同时，海派韵味体现在剧中的

各处细节中。镂花窗棂横跨舞台成为背

景，水晶吊灯在灰白灯光里渲染着阴郁

气氛，孔雀蓝的沙发格外出挑……舞美

团队在《雷雨》舞台上标志性的公馆格

局中加入上海特色：海派老洋房常常拥

有大落地窗、为适应南方潮湿的天气上

海人家的窗户上总有两扇气窗，这些元

素都在剧中放大呈现。不仅如此，人物

造型上也力求“上海化”，为蘩漪度身

定做的丝绒旗袍不再使用传统旗袍的裁

剪方式，而是用镶边的方式在尾部做出

裙摆，随着人物的走动展现出角色的摇

曳多姿。

把宝山沪剧团打造成具有当代意识

和审美品格的戏曲院团是华雯和吴汶聪

共同的梦想。经过首轮演出，华雯欣喜

地看到台下的观众不再是“白茫茫”一

片，甚至有高中生观众二刷、三刷。“亲近

沪语才能亲近沪剧，听懂上海话才会爱

上用上海话唱的旋律。”《雷雨》试水市场

之后，华雯和吴汶聪也计划着推出一部

沪语音乐剧。为了走进更多年轻人，方

言话剧《雷雨》还将于5月3日-6日在中

信泰富广场推出“《雷雨》剧本杀”活动。

带着海派韵味，
方言话剧《雷雨》破圈而来

近20年前，舞蹈《千手观音》惊艳

了华人世界，邰丽华等21位聋人舞者

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日前，中国残

疾人艺术团携新作《梦的守望》亮相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展现在艺术创

作上的新突破、新尝试。作为国家艺术

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

资助项目，该剧以盲人萨克斯演员王琦

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一名意外失

明的少年在家人、朋友的倾心陪伴下，

在艺术梦想的指引下，一步步寻找自

我、成就价值、挑战黑暗的心路历程。

一位网友在微博写下剧评：“导演没有

刻意煽情，只是在用艺术叙述故事，我

的心全程湿漉漉的。”

在《梦的守望》中，演员们首次

尝试现代舞，努力突破身体的局限，

并融合众多跨界元素，比如乐手现场

演奏、舞台装置、戏剧表演等。“对舞

者来说，我们要勇敢尝试。”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团长、《梦的守望》艺术总监

邰丽华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

走进残疾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能

享受艺术的美，还能通过舞台展示自

己的魅力，提升自身的价值，展现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他们的舞蹈没有过多的
修饰，更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千手观音》具有非常规律性

的节奏，讲求动作的整齐划一；《梦的

守望》没有固定节奏，而是根据音乐

韵律去完成身体表现，这是对聋人演

员最大的挑战。”邰丽华告诉记者，刚

开始创排这部作品时，大家心里都比

较忐忑。“许多演员的现代舞是零基

础，这种转变对他们并非易事。”邰丽

华常常看到，演员们对着镜子或拿着

道具细心琢磨、不断摸索。

在《梦的守望》中，聋人舞者粱源

钢、汪佳伟分别饰演“大王琦”和“小王

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在舞台上扮

演盲人。为了准确呈现真实的盲态，两

位演员在排练中蒙上眼罩，以触摸的方

式感知周遭世界，将擦着地往前蹭的步

态融入舞蹈。“舞台是一个造梦的地方，

没有任何门槛，不论是听障还是视障，

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该剧编导、青年编

舞家龚兴兴说：“聋人孩子的内心干净、

细腻且丰富，他们没有过多的修饰，更

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在舞台上，16位视障、听障的舞蹈

演员互相配合完成演出，深深打动了现

场观众。为了这一刻，主创团队和演员

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听不见音乐，

聋人演员如何形成舞台上特殊的默

契？“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琢磨出各

种小窍门，以期达到最好的舞台呈现。”

邰丽华透露，在《梦的守望》尾声处，有

一段集体奔跑的戏。粱源钢饰演的“大

王琦”站在人群中间，用双臂左右晃动

来充当“节拍器”，其他人由此找准自己

的节奏。“手势老师在台下毕竟有一定

的距离，对于演员们来说，在身旁寻找

参照物是最方便的方法。”

“在他们以往训练中，节奏的精准

和方位的一致也许是他们最为擅长

的。就如众所周知的经典作品《千手观

音》，演员们在空间构图和身体节奏上

可以完成得淋漓尽致。”龚兴兴坦言，在

《梦的守望》里，演员们要在60分钟内

不停切换位置，打破了常规的审美节

奏。“持续性高度集中，这对他们确实是

一种考验，对我来说更是从未经历过的

创作方式。但我相信，舞蹈从来都不是

用节奏来找齐，他们可以通过动作的编

织、演员的气息、发力的主被动关系互

相搭建，找寻他们最为默契的方式来体

现。”

一群可爱的人纯粹地做
着一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鼓励

创排《梦的守望》始于2022年盛

夏，在长达数个月的排练中，龚兴兴认

识了一群真诚可爱、乐观积极的舞者。

粱源钢每次练独舞，膝盖和腰的后背都

会被磨烂，排练的这段时间，伤处好了

烂，烂了好，反反复复。汪佳伟年龄小，

身体控制力和刻画人物的能力没有那

么成熟，但他每天坚持观察、思考、琢

磨，人日渐消瘦下去，状态渐渐上来

了。“演员们有很强的一股劲，即使他们

没有跳主要角色，也付出了同样的努

力，没半点含糊。团队凝聚力在每一个

演员身上散发出越来越强的气场。”龚

兴兴说。

“最初，十几个喜爱艺术、热爱舞蹈

的残疾人聚集到一起，才有了这支艺术

团，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历史。”47岁

的邰丽华回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诞生

于1987年，2002年成为专业艺术团体，

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残疾人艺术院

团。艺术团承载着残疾人的艺术梦想，

创作了音乐舞蹈诗《我的梦》、聋人舞蹈

《千手观音》、盲人舞蹈《去看春天》、肢

残人舞蹈《生命之翼》等经典作品。“他

们的作品对社会来说是一剂良药，治愈

了大家残缺的那部分。”在龚兴兴看来，

这些作品大多与梦、希望、美好向上有

关，用积极乐观坚韧的方式，呈现出艺

术团求真向善尚美的精神状态。“也许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遭遇着各种各样的

压力，但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纯粹

地做着一件事，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

近年来，邰丽华几乎淡出了公众的

视野，她坦承：“我现在一心一意想着带

好团队，艺术团有100多名演员，还有

附属学校的40多个孩子，以及分布在

不同梯队的演员们。”为了让残疾儿童

更好接受康复和教育，邰丽华推动建设

了一所培养特殊艺术人才的学校——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附属学校。“希望能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让他们的人生

更加顺畅。”

邰丽华的“邰”，似乎与“耳朵”和

“舞台”有着特殊羁绊。如今，看到年轻

演员练舞，她仍会不由自主停下脚步，

一边慨叹“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一边

畅想“如果有机会再跳一曲”。“毕竟，我

的心属于舞台！”邰丽华说。

从《千手观音》到《梦的守望》
纯粹的他们舞出了爱与希望

“哇，孔雀！”远远地看到莫奈的

《鸢尾花》，琪琪（化名）兴奋地张开了

手臂。虽然她所感知的画面跟常人有

些不同，但不妨碍她对艺术的喜爱。

一旁的讲解老师并不急着纠正她，而

是顺着她的话往下讲：“对的，像孔雀

一样漂亮。这是一种花，画家拥有一

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这样的

花……”

4月24日本是上海博物馆的闭馆

日，该馆却为迎接一群孩子打开了大

门——他们是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的40余名学生。这是一群不幸的孩

子，他们或听障、或智障。这又是一

群幸运的孩子，为了他们的此趟博物

馆之行，学校和博物馆足足准备了一

个多月时间。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最

高规格的礼遇，包场参观、专门定制

的讲解词、专业的手语老师陪同，身

后还有20多位志愿者叔叔阿姨为他们

的出行保驾护航。

“来，我们往前走！”在三位讲解老

师带领下，孩子们分成三组开启艺术

之旅。在约阿希姆 · 布克莱尔的画作

《四元素：火》前，杨杨（化名）手指着画

面中间的位置，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

着一个词语。在学校老师的仔细聆听

下，才知他说的是“瓜子”。原来，他注

意到画作中散落在地面上一个个小小

的、黑黑的、类似瓜子壳的物品，不仔

细观察很容易被忽视，但杨杨却被深

深吸引。见状，讲解老师李宏洁赶忙

俯下身对他说：“对的，你看得很认真，

这个跟瓜子很像，里面的肉也可以吃，

这是海瓜子。”听完讲解老师的话，杨

杨如释重负地咧开了嘴。

“他们的反应挺出乎我的意料，最

开始我尽可能不提问，怕他们答不出

来不开心，但其实他们有探索欲和好

奇心，细节观察也很仔细。”让李宏洁

惊讶的是，在凡 · 代克的画作《斯特亚

爵士与其兄弟》前，有小朋友主动向她

提问：“画面中弟弟的一只手没有戴手

套，是因为他脱掉了吗？”“这个细节

我在给其他人讲解的时候，鲜少有人

注意到，但这群孩子却观察到了。”

李宏洁提供讲解服务的这一批小朋友

里面有听障的，也有坐轮椅的，考虑

到他们的认知力和感受度，她专门为

这群孩子写了一套讲解词，改了很多

稿，舍弃了文艺复兴等专有名词，尽

量以简化易懂的方式告诉他们画作的

重点。

“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这一

次体验不是看画展这么简单，而是残

障的孩子们也能走进艺术场馆，平等

地享受感知美、体验美、接触美的权

利。”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管

理中心主任张宇直言，对残障孩子最

大的支持，不是在特定的节日去刻意

做一些事情，而是像普通人一样看待

他们。比如，在公交车站上遇到了自

闭症孩子，他也许会乱叫或者情绪失

控。这个时候，当作什么都没有看

到，就是对孩子和家长最大的包容和

支持。“对特殊儿童来说，能够和普

通人一样参观博物馆，也是一种平

等。”张宇说。

“博物馆是消弭阻隔的地方，应该

力所能及地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与

艺术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上海博物馆

教育部杨烨旻告诉记者，除了邀请残

障孩子进馆参观，该馆还把各种校园

展览、趣味拓展课、手工体验课开进上

海的特殊学校，将博物馆带到孩子们

的身边。“最开始去给他们上课之前，

我会有些担心和忐忑，但到了学校，发

现他们就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或

许他们的反应会慢一些，有想法但是

没有办法像普通孩子那样清楚地表

达，但是他们的情绪和投入是可以真

切被感受到的，他们在认真地听你讲，

并努力给你反馈。”杨烨旻透露，目前，

对于大多数残障人士，走进博物馆仍

非易事。为此，该馆专业教育人员与

特殊教育一线教师共同编写《上海博

物馆无障碍探索手册》，并在官微上开

通了栏目，录制专属视频，提供参观指

南。“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和家人、朋

友一起来博物馆，带着‘特殊’，勇敢地

拥抱艺术。”

“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完美，但

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尝试会探索出更

好的道路，让更多人可以更加平等地、

无阻碍地接触文化艺术。”手语老师唐

文妍感叹，当博物馆成为更公平、温

暖、有爱的空间，生动诠释的是这座城

市开放、创新、包容的品格。

闭馆日，上海博物馆为一群特殊的孩子敞开大门——

他们也可以勇敢地拥抱艺术

继首轮演出收获不俗反响后，由宝山沪剧团创排的方言话剧《雷雨》将于美琪

大戏院开启第二轮演出。 （演出方供图）

在讲解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启艺术之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携新作《梦的守望》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