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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九人的新作《庭前》于9月8日在

上海大剧院首演，8-10日，连演五场，场场

爆满。台上演着“三十功名尘与土，少年与

我镜中别”，台下，一路陪伴且见证了话剧

九人成长的忠实观众们泪洒剧场。自2019

年5月《四张机》在北京首演，在四年多的时

间里，《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相继

上演，话剧九人以散发着书卷气的文学剧

场，刻画了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不同学术

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到这一部《庭

前》，往日的文章气节少年人，被命运推搡

着从象牙塔走进“成人”的世界，至此，“知

识分子系列”将告一段落。

《庭前》的一对主角是近代中国最早的

一批法学高材生。男主角郎世飖半生大起

大落，仕途得意时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落魄上海时投奔杜月笙当门客，从“为维护

他人自由而庭前一辩”的意气少年，到坚信

“程序正义”的清流政客，又沦为千夫所指

的讼棍，终于在人生的下半场，甘于寂寞地

做私塾先生。女主角尤胜男起初因为性别

限制，从欧洲学成归国仍只能以翻译或助

理的身份出庭，她能力出众，却在多年里充

作丈夫事业的贤内助，直到国民政府司法

改革，允许女性出任律师，她成为了第一批

执业女律师，专为女性和弱者提供法律援

助，她在动荡的时局里始终抱持信念，相信

法律应该追求让孤苦无依者生活在一个安

稳的世界里。

《庭前》是话剧九人至今体量最大的作

品，演出时长近200分钟。作品容量大，部

分是因为剧作时间跨度近30年，以全景式

的画幅呈现1910年代至1940年代间引爆

公众舆论的著名案件，戏剧化地再现了女

师大“驱杨”风波、鲁迅告赢教育部长章士

钊和救国七君子案等。同时，《庭前》勾连

着《四张机》和《双枰记》中诸多故人的命

运，迎着新文化运动曙光成长起来的一代

知识分子，历经劫波不断的前半生，对个体

和家国的命运有了清晰的体认。话剧九人

“知识分子系列”的特色在于作品之间若即

若离的关系，在理想和信念的弧光中，这群

才志清明的人物之间的情谊和牵绊穿越了

作品的边界，《四张机》《双枰记》和《庭前》

之间，以及《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之间，它

们不构成续集或前传的剧情关系，但是人

物命运的交集和呼应，构成了一个有着隽

永意味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

宇宙”。

几个月前，话剧九人的编剧兼导演朱

虹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她的

创作追求“真诚地讲故事”，并且，“让人们

接受故事传递的信念”。所以从《四张机》

到《庭前》，话剧九人的风格从不是冒犯或

颠覆的，而是以一种中正平和得近乎“保

守”的戏剧剧场，以清新委婉的风格展开舞

台上的象牙塔故事会。

舞台剧《繁花》的编剧温方伊曾形容

《四张机》“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

当时仍以“业余演剧”姿态出现的这部作品，

不仅表演的完成度显得生涩，并且，剧作技

巧层面有着明显的硬伤：“三位教授面对四

张试卷的招生理念之争”，尽管形式仿效了

《十二怒汉》和《哗变》等以说理构成戏剧主

体的经典作品，但《四张机》的核心事件不足

以提供主要人物的困境，人物和情节难以发

展。即便如此，《四张机》并没有陷入单薄的

境地，因为主创们在作品中真诚地探讨了教

育公平、女性地位、人才培养的思路等能在

观众中激发强烈共情效应的议题。

在话剧九人所描绘的一系列故事里，

人和人的对抗或人和世界的对抗，几乎没

有正面出现过，这一点，最典型的是《春

逝》。两位女性物理学家面对社会偏见和

学界的隐形歧视，她们没有以激烈的行动

来改变现实，而是用春风化雨的温和行动

改变身边人的认知和感受。编剧通过剧中

一位年长的女物理学家说出了一番女性立

场的“相对论”：把目光放得久远些，几十年

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在人类历史中却是

短短一瞬，反抗现存不公的最好方式是坚

定执着地投入自己可以胜任的专业工作。

即使在《双枰记》中，程无右和郎世飖

之间横亘着一位故友的死亡，隔着分道扬

镳的20年时光，剧作所关注的仍是这两人

重逢时的“精神角力”，面对迫在眉睫的牢

狱之灾，两人耿耿于怀的仍是无法搁置的

理念之争：面对有缺陷的世界，应选择激烈

的变革还是程序正义的改良？

这种看似中庸的“剧场故事会”，没有

创造激烈的戏剧情境和情感，也没有在舞

台上创造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述，但这种“温

和的改良”成就了话剧九人的显著风格。

它以大多数观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抵达了广

泛的人群，在实现商业成功的同时，它把商

业剧场中缺失的现实关注、社会议题和理

想主义的讨论都带了回来，它让众多普通

观众意识到，那些带着校园记忆、带着“象

牙塔”色彩的讨论，在商业剧场里同样可以

存在。

到了《庭前》，话剧九人跨出了至关重

要的一步，郎世飖的“入仕”和尤胜男走出

“太太的客厅”而“入世”，不仅是他们个体的

命运，也在象征层面意味着，校园里的、研究

所里的、书斋里的读书人们，走进了无法以

“理想-现实”二元分立的混沌真实世界。赤

子步入了“成人”的天地，未必是岁月或人间

改变了他和他们，只是，清白的理想和浑浊

的欲望可以矛盾又自洽地同时存在于同一

个人身上，这是郎世飖的故事，又不只是他

一个人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庭前》是一

代人和一段故事的终结，同时是话剧九人

可以讲述的新故事的开始。

话剧《庭前》：从象牙塔走向“成人”的世界
本报讯 （记者姜方）已进入第144

个年头的上海交响乐团，昨晚由音乐总

监余隆挥棒，为国际力量全线回归、青

年力量依旧蓬勃的上交2023-24音乐季

启幕。“作为具有引领性的文化机构，

我希望上交能成为一扇窗，让世界了解

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余隆说。

音乐会以华人青年作曲家周天的

《都会》开篇，这部风格国际化的委约

之作结合了中国民族音调与现代和声、

爵士节拍，力图用五音繁会的交响音乐

语言来展现一个千年都会的调性：繁华

与市井并存，古旧与现代交织；它既有

热闹、喧嚣的一面，也有轻盈、恬静的

一面。随后，乐队首席、青年小提琴演

奏家柳鸣和青年钢琴演奏家左章先后登

台，联袂乐团依次奏响伯恩斯坦 （威

廉 · 大卫 · 布龙改编）为小提琴和乐队

而作的《西区故事》组曲及拉赫玛尼诺

夫 《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宣告这

个乐季正式开启。

一曲“气场强大”的《西区故事》

后，柳鸣加演阿赫龙 《希伯来旋律》，

万籁俱静的音乐厅内只有指尖上柔情幻

想，精湛技艺赢得满堂喝彩。以独奏家

身份谢幕后的柳鸣，又出现在下半场拉

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曲》的乐队中，

堪称“劳模”。而钢琴家左章在酣畅淋

漓的演绎后，加演了李斯特改编舒伯特

艺术歌曲《磨坊工与小溪》。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的旗舰品牌，也

是上海极具艺术标识的文化品牌，上海

交响音乐季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7月

甫一发布，多场演出预售票开票当天即

告售罄，乐迷自发为新乐季划重点做攻

略。除了驻团艺术家戈蒂埃 · 卡普松及

艾申巴赫、迪图瓦、奥古斯丁 · 杜梅、

梅第扬、皮埃尔-洛朗 · 艾马尔、斯蒂

芬 · 霍夫、邓泰山、柏林爱乐巴洛克独

奏家等国际力量大规模回归，新乐季

也继续关注青年力量呈现中国作品及

冷门佳作，并有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宏大主题的委约力作 《上海！上海！》

世界首演。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上

海！》在上海全球首演后，还将于明年

2月由余隆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在纽约上

演。同时，作为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三张DG唱片，《上海！上

海！》 也将于2024年全球发行。而北京国际音乐节 （2024

年），德国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 （2024年）、香港管弦乐团

（2025年）、英国皇家爱乐乐团 （2025年） 等全球著名乐团和

音乐节都将接力呈现这部巨作，传递人性光辉。

今年恰逢“上交室内乐”品牌诞生40周年。音乐季中还

推出《上交室内乐》系列唱片录音计划，整理与回顾上交室内

乐最近十年间的现场录音片段，以及开厅十年以来来访艺术家

们的室内乐演出精选，以超过700分钟的录音和数十张唱片，

勾勒一幅上交室内乐十年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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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金秋正好，一起看戏去。为沪上

白领提供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升其

职场满意度和幸福度，由中智上海公司与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合呈现的“中智艺术

季”金秋九月回归。走过七个年头的“中

智艺术季”迄今已献演逾500场，带来包括

交响乐、舞台剧、话剧、舞剧、曲艺、杂

技等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内容，成为上海

一项高口碑的跨产业行业文化福利项目。

上周五，“白俄罗斯国家大剧院交响音

乐会”上演于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揭开

本届“中智艺术季”序幕。音乐会由首席

指挥尼古拉 · 科利亚德科指挥，汇聚了12

位白俄罗斯、俄罗斯功勋演员，带来我国

观众耳熟能详的《长江之歌》、柴可夫斯基

广为流传的 《天鹅湖》 组曲和 《胡桃夹

子》 组曲等乐曲。本届艺术季将持续3个

月，汇聚交响乐、音乐剧、舞剧等众多经

典剧目。其中公路喜剧、脱口秀、美术展

等潮流时尚精品迭出；亲子季中节、即兴

喜剧等项目，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视听享受

和互动体验。

今年音乐剧方面的亮点，来自全新改

版后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我爱你》。该剧

曾在全球400多个城市热演超过5000场，

而自2006年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后，

16年间久演不衰。此次上演的新版《我爱

你》 从传统舞台走向沉浸式舞台，又回归

“镜框式舞台”。音乐剧由16个时尚而贴近

大众的情景片段组成，用最生活化的方式

与观众一同探讨爱情、婚姻等人生主题。

作为累计上演超500场、场场爆满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是这次艺术季的

重磅“硬菜”。该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

行大胆原创，通过舞剧的独特表现形式，

把老上海的城市特色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舞

台上。

看“沉浸式体验”话剧可以说是近年

来上海观众的新风尚。本次艺术季，将一

次性贡献两档“主菜”，大大满足申城年轻

观众的胃口。根据20世纪芝加哥黑帮人物

卡彭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话剧 《卡彭三部

曲》，是2014年爱丁堡艺穗节的热门作品，

2015年至2021年间多次在韩国创下票房纪

录。这次艺术季，则是该剧中文版在中国

的首轮演出。而另一道“沉浸式”主菜，

则是剧本杀喜剧《疯狂理发店》。作为开心

麻花的首个沉浸式喜剧，该剧的舞台被装

修成一家真正的美式复古风理发店，一名

隐藏在舞台上的“剪刀手”在全场两百人

众目睽睽下作案，全场观众都被卷入一场

“谋杀案”。

今年艺术季，喜剧也是亮点连连。成

功出品了《疯狂的石头》《我不是药神》等

优秀电影的坏猴子影业，去年和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强强联手打造了公路喜剧 《椰子

兄弟》，上演之后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今

年，《椰子兄弟》将继续在欢声笑语中，为

上海白领带来“何以为家”的亲情感动。

本届艺术节还增加了不少独特的互动

形式。新增的节中节“中智儿童节”，除了

上演经典儿童剧 《木偶奇遇记》 外，还会

在艺海剧院前搭建“儿童市集”，邀请观众

参与亲子互动。此外，还有即兴喜剧体验

课程，将吸引更多观众发挥想象、亲身参

与，感受创作的快乐。

为沪上白领提供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申城金秋正好，“中智艺术季”上新了

乐队首席、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柳鸣登台，联袂乐团奏响伯恩

斯坦（威廉 ·大卫 ·布龙改编）为小提琴和乐队而作的《西区故事》

组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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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中国

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中国古

代陶瓷馆等自9月4日起闭馆调整，上

博东馆已逐步进入展览施工关键阶段。

与此同时，该馆公共艺术全球征集大赛

也进入倒计时。

记者获悉，征集大赛邀请艺术家

与艺术团队，以上博东馆若干选定区

域为对象创作一系列代表城市新文

化、新理念、新创意的公共艺术作

品。那么，作为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

博物馆之一，上博拥有馆藏文物102

余万件，为何还要专门为即将开放的

东馆征集公共艺术作品？

深层次展示东馆新空间，
给观众带来更多参与感

“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上海

市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部主

任、上博东馆公共艺术全球征集大赛

承办项目负责人张承龙说，博物馆收

藏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家具、书

画，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长河内，在文

化记忆中所留下共有的一些文物遗存

和艺术遗存；但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

欧美的公共艺术，是人们对公共领

域、公共事务或公共探讨集中产生的

一种社会性福利。

“近20年来，公共艺术这个概念越

来越多地被大众所知晓。”张承龙坦

言，上博以公共艺术的名义来征集作

品，是对东馆新空间更深层次的展示和

认知。随着这些年人们对博物馆参观的

热情持续高涨，大量的老牌博物馆都面

临一个问题，就是展陈空间不够，不足

以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才在这个基础

上新建场馆。“上博东馆的整体面积达

到11.3万平方米，除了规划丰富的展陈

空间外，它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正是

因为这些空间的存在，博物馆希望能够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参与和互动的机会。

这也是为何上博需要去征集公共艺术作

品的核心原因。”

张承龙告诉记者，公共艺术一共

有四个核心要素：公共性、在地性、

参与性和艺术性。从公共性上讲，博物

馆里的公共艺术和其他地方的公共艺术

作品本质上差不多，都是面对公众

的，可能面对的公众环境略有不同。

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地性，首先它是要

符合落地区域里的在地文化要素，即

上博的公共艺术作品要反映上博的历

史文脉；再者是这次征集中强调的，

希望它能创造共同话题——与博物馆

对话，让作品和公众产生互动和交

流。从互动性上，在公共广场上看到

的一些公共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

可能更偏向于与观众近距离互动，观众

可以跑上去玩，去触摸它；在博物馆空

间里看到的公共艺术作品，它的互动在

乎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并考虑安全

性。从视觉呈现上，要和博物馆本身

的建筑空间和它的景观空间相匹配。

这一系列的需求和思量，都是博物馆

的公共艺术作品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公

共艺术作品的地方。

创新博物馆“打开方式”，
为创意提供舞台

“博物馆是历史与文明的容器，也

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与文明的

‘入口’。因而，进入博物馆的‘打开方

式’同样显得尤为重要。”艺术评论

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徐明松

举例，巴黎卢浮宫的“入口”就是一种

独特的打开方式。当年贝聿铭以一组玻

璃金字塔让这个拿破仑庭院的博物馆入

口成了最具盛名的公共艺术作品，与卢

浮宫宏富的藏珍一样蜚声世界。同城的

蓬皮杜文化中心门前总是有不少游人和

观众惬意地休憩在坡地上，这样的设计

创意则是来自建筑师皮亚诺故乡锡耶那

广场的坡地。

事实上，博物馆的入口与建筑体内

部诸如连廊、中庭大堂等共享空间已然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白盒子”，而更

具有一种开放性的架构，为公共艺术提

供舞台。以上博东馆为例，从外部看，

建筑呈矩形体块，其立面蜿蜒起伏、造

型典雅挺拔，改进了常见的封闭式流线

设计，在不同位置设置敞开式的休闲边

厅以及室外露台和花园，凸显建筑空间

与城市空间的交流互动。该馆东临上海

科技馆、西临杨高南路、北临世纪大

道，南面则毗邻商业地块。建筑设计师

针对不同方向的场地特征，为博物馆的

四个面设计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为公共

艺术创作提供展示平台。

记者了解到，大赛作品征集时间截

至9月30日。承办方上海市公共艺术协

同创新中心将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下，优选出契合上海城市精神与时代

风貌，能代表上海博物馆公共形象与文

化品位的公共艺术作品。

上博东馆进入展览施工关键阶段，公共艺术全球征集大赛也进入倒计时——

博物馆新空间为何需要公共艺术

上博东馆在不同位置设置敞开式的休闲边厅以及室外露台和花园，凸显建

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交流互动。 （上海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