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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升起，台上唱唱跳跳的是六七年

级的孩子，总控制台边操作舞台灯光和声

效的，是同龄的孩子；他们把李煜的《虞美

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和圆周率一起写进歌

词，并为歌词作曲、编曲、配器；一群世俗眼

中的“问题儿童”，以青少年的视角改写名

家名篇，用戏剧的方式和名作家隔空对

话；还有“正面强攻现实”的孩子，用激进

的“后戏剧剧场”观念，创新舞台形式地讨

论“校内的公平正义”……如果不是在上海

校园戏剧节现场所见，很难想象上海中小

学生在校内的戏剧创作能力俨然不输给

“正规军”。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上海市艺

术教育委员会、上海学生戏剧联盟主办，复

旦大学、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承办，上海市戏

剧家协会协办的第三届上海校园戏剧节于

昨晚在复旦大学相辉堂闭幕。今年的戏剧

节围绕中小学新课标提出“戏出新生”主

题，鼓励校园社团围绕新教材展开创作，让

美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超过150部

剧目报名参加本届校园戏剧节，从中精

选的60余部作品，自11月26日起，在为期

三周的时间里，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大学组和校外组在话剧艺术中心剧场和复

旦大学等高校展演。上海戏剧家协会顾问

沈伟民观摩了本届校园戏剧节的部分剧目

后感叹，他从孩子们的创作中感受到上海

艺术教育“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美好

氛围，校园戏剧该怎样推动？戏剧教育追求

的本真是什么？上海校园戏剧节为全国的

教育同行和戏剧同行输出了鲜活的“上海

经验”。这一方鼓励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展示

才华的舞台，将是上海文化与教育双品牌。

专业主义的多样化实践

正如本届校园戏剧节的主题“戏出新

生”，这次展演的诸多剧目绽放着“新生”的

艺术能量，中学校园土壤里培育的戏剧实

践，不仅拥有专业主义的底气，更让成年观

众和从业者看到崭新的、多样化的戏剧

可能性。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戏剧历史

和理论的孩子，输出了让成年人惊讶的

艺术观念和舞台形式。

上海市广中学校的话剧《精神的三

间小屋》，灵感源自毕淑敏的同名散文，

这篇短文被收入九年级第一学期语文教

材。毕淑敏的原文是在广义的层面探讨

现代人如何“矗立精神大厦，开拓精神荒

野”，她写道：“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

屋，第一间盛放爱和恨，第二间盛放事

业，第三间安放自身。”这篇抒情散文没

有具体的情节，广中学校的孩子们也不

是循着原文排演“课本剧”，他们从青春

期的视角和体验出发，基于毕淑敏的文

本写了一部“同人”戏剧：一个彷徨的男

孩为自己修建了三间精神小屋，住在这

三间屋子里的人分别是——孤独的人，

感受不到爱也没有爱的能力；痛苦的人，

做着不喜欢的工作；没有自我的人，活在

他人和世俗的定义里。这三个人是男孩

的不同“自我”，三间小屋代表他内心世

界不同层次的忧惧。毕淑敏的《精神的三

间小屋》提供了光明的布道，学生们改写

的这出“意识的戏剧”很有勇气地讨论了

“光明的暗面”，他们真诚地分享青春期

的精神世界脆弱、阴郁的一面，从逃避到

直面且接受个体的不完美，这群十几岁

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矗立精神大厦，开

拓精神荒野”，也在舞台上展开了和毕淑

敏的隔空对话。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

话剧《黑梦话悟空》，呼应游戏《黑神话：

悟空》在现实中引发的全球轰动，跳出

“戏剧剧场”的束缚，以新锐的“元戏剧”

形式，结合校园剧社的日常生态，主演们

在戏剧中扮演现实中的自己，虚构与真

实模糊了边界，虚实渗透地展现“学校剧

社怎样排练《西游记》”，在这样的情境里

自由地探讨古典文学、中国传统、中西交

流和文化自信的议题。《敢问路在何方》

的音乐在剧场里响起时，专业评委们被

触动了，这群孩子的戏剧游戏就是一场

“路在脚下”的取经冒险！

上海市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的话剧

《看见》是一部题材和表现形式都很特别

的作品。这些八九年级的孩子并不知道德

语戏剧界充满争议的名导演米洛 ·劳，也

不知道他在比利时根特剧院发表的《根特

宣言》，但《看见》实践了当代戏剧前沿的

艺术观念：戏剧是针对真实事件的创作，

戏剧的目的是让舞台呈现成为真实本身。

《看见》是对校内真实案例的重演，在八年

级七班，一场“拖把风波”引发了一系列事

件，演出中的师生对应着现实校园里的人

物，但舞台上的“故事”不是对已经发生的

校内事件的临摹，而是当事人演绎自己的

经历，通过表演再造具有压迫感的“真实

现场”，迫使学生、老师和观众一起审视教

育的立场和使命：在校园生活里，每个孩

子都被理解、被看见吗？学生面对是非，怎

样的选择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老师怎样

做到公平公正？面对青春期学生的自我认

知困惑与人际紧张，怎样的教师和教育是

积极作为的？

以学生为主人翁

这次展演的一些作品，编、导、演各环

节的完成度堪比专业儿童剧院团，让人惊

讶的是，这些表现力足以到商业剧场里公

演的校园剧目，是课内“项目化学习”的成

果，中学生的思考和行动造就了最终的舞

台呈现风貌。

延安初级中学的话剧《二次元选择》，

就是以学生为创作主体，老师协助学生集

体完成，这是上海市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编导思维的青少年原创校园剧创排

策略研究》的实施剧目。这个戏的剧情不

复杂，一个难以承受课业竞争和父母期待

的女孩，试图去参加漫展来逃避现实压

力，在她的幻想里，紧盯她学习的父母是

怪兽，二次元伙伴是救她逃离怪兽领地的

希望……孩子的感知和父母的想法南辕

北辙，亲子冲突爆发时，孩子出于怨恨而

渴望逃离，而他们往往是在挣脱父母、自

我成长的过程中学会理解父母的立场。

《二次元选择》讨论亲子关系里的常识，这

是一部余韵悠长的作品，因为舞台上的戏

剧发展轨迹和幕后孩子们创作心路互为

镜像——延安初中的这群孩子不是被动

地接受了一部完成式的戏剧，剧中女孩对

父母的态度从抵触到将心比心，现实中的

孩子们在开放型的创作中，习得宝贵的共

情能力，他们在戏剧实践中学会站在他人

的立场、用他人的方式思考，戏剧锻炼了

他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的歌舞剧《完

美人生》得到上海市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上

海学生戏剧联盟的特别关注，参加本届校

园戏剧节展演之前，这部时长90分钟的

“大型学生作品”先后在校内剧院、上海大

剧院（中剧场）和上海城市剧院屡次公开

演出。《完美人生》带着十来岁孩子特有的

天真：一群六年级的孩子想象自己能和他

人交换人生，几经穿梭时空地体验“他人

的命运”，他们逐渐明白，此时此刻自己独

一无二的人生是“完美人生”。它的魅力在

于从创作到呈现都尊重孩子的本心，这是

文来中学的50多个孩子从2023年9月到

2024年9月、用六年级一学年的艺术课和

暑假完成的“集体项目制作业”。戏的主演

是15个孩子，但全年级50多个孩子发挥

个人所长，分别加入编剧、作曲、音效、编

舞、舞美、制作、宣传和文创等八个不同的

“部门”，像职业剧团一般各司其职，投入

到一部舞台剧生产的台前幕后。在音乐、

文学、美术和舞蹈四个老师的陪伴和协助

下，孩子们在两个学期的艺术通识课课

内，依次完成：1万字的剧本，12首歌的歌

词，为每首歌谱曲编曲，人声收录和音效

制作，唱跳段落的编导演，设计服化道并

制作，设计舞美并落实舞台工程，设计演

出周边和文创产品并制作成品，以及演出

前在校内的系列宣传。这些不满12岁的

孩子甚至很有职业精神地践行商业戏剧，

他们向父母宣讲作品的构思来争取赞助，

在校内首演时，他们设定阶梯票价并对外

售票，还售罄了！《完美人生》的上演，让经

典校园喜剧《摇滚学院》在上海的中学

里“梦想照进现实”，一群普通孩子在课

内体会了“职业戏剧人”的悲欢，这也让

人们看到戏剧教育不是少数孩子在校

内学习之外的“增量”，而是戏剧成为教

育的载体、成为校内学习的一部分，惠

及更多的学生。

戏剧教育的成果，要看后
台氛围

《完美人生》参加校园戏剧节展演

时，是这部戏在公开场合的第六次演

出，孩子们在台前幕后越来越从容，几

位指导老师则表示：比起演出的成功与

否，他们更在乎这段经历留给孩子的记

忆，希望与此有关的记忆在未来漫长的

岁月里，能给他们带去幸福感。女主角

小曹分享了之前演出中一次难忘的“事

故”：她在后台听着剧场里的欢呼，过于

激动犯了哮喘，她很害怕演出中断，但

同学们不仅不埋怨她，也不慌乱，她被

照顾着躺在侧幕，听到台上的同学们即

兴发挥，奇迹般地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

把剧情“圆”了，演出顺利地继续下去。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沈亮认为，小曹

的分享是今年校园戏剧节最动人的案

例之一。他指出，戏剧教育追求的不是

“竞演”的名次，更重要的是润物细无声

地育人。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只是戏剧教

育的冰山一角，隐藏在幕后的人们才是

庞大冰山的主体。“要重视和珍惜幕后

所有的人，团队内部的合作精神和彼

此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戏剧的灵魂

是人与人的群体意识。最能检验戏剧教

育成败的时刻，恰恰是演出出事的时

候，演出的后台氛围温暖、有爱、彼此关

怀，这才是戏剧育人的成果。”沈伟民赞

同沈亮的观点，他补充道：“比起在台前

追求尽善尽美的演出，幕后团队的共同

经历是更珍贵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

互相成就——这才是戏剧教育的本真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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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青

▲闭幕式展演作品，小学组《我在石库门长大》。

 闭幕式展演作品，初中组《二次元选择》。
▲闭幕式展演作品，高中组《使者》。 （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商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众参与体育运动、消费的热情日益积

极，反映在需求上，对于运动服饰装备类

的需求也愈加畅旺。由此，一些体育运动

类商户对品牌矩阵进行自我迭代和升

级。今年以来，美国运动服饰品牌Vuori

全 国 首 店 、瑞 典 高 端 户 外 时 尚 品 牌

PeakPerformance概念店PPCLUB、日本

高端性能户外品牌Goldwin旗舰店等接

续在商场亮相，在应用场景、品牌专业性

与时尚度等各方面日趋完善。”

也因此，以轻运动为主的各类体育活

动和赛事，成为静安区“商旅文体展”融

合、激发消费动因的有效途径。

创新“票证互动”

安义路，组团式商圈中的一条限时步

行街。此次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节期

间，一场以全民健身为主题的街头运动落

户于此，十余项轻运动体验项目一字排

开。仅一天半时间，安义路上的客流就达

8万人次。

不只是支小马路，细心观察不难发

现，街角公园、商场露台、滨河空间，都成

为“嵌入式运动场”，这些灵动又融合的场

域被充分打开，让要素流动融合成为可

能，助力消费的各种力量也更容易联动。

此次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节期间，

2024中国大学生3?3篮球联赛全国总决

赛在静安公园东草坪举行。借助大数据

精准分析，相关部门向赛事深度参与者

提供购物、食宿、观演福利专属推送通

道；向参与市民提供积分换购、抽奖换购

等奖励……包括观众在内的参赛群体，

一出赛场就能就近享受高品质消费。

据统计，赛事前后一周，南京西路商

圈客流环比增长18%，销售额环比增长

22%；相关第三方提供数据显示，区域酒

店平均出租率达89.6%，消费额环比上涨

27%。

此外，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节也联

动“艺术苏河”展演季活动，联动起苏州河

畔多家艺术机构与画廊举办相关展演活

动，创新“票证互动”，吸引赛事人员感受

文体联动。

中信泰富广场地下中庭，上海篮球传

奇特展全国首展开启。商场配套相应消

费优惠，在7层露台搭建“空中运动场”。

文化、体育和消费在同一处载体共生——

观展、运动、购物的一站式体验形成。为

期10天的展览中，商场总销售额超1500

万元，同比增长约30%。

破局“纸上联动”

“光有‘流量’没有‘流水’的联动不能

算成功。”

除了对目标人群进行精准画像、分类

施策，提供专属福利撬动消费外，一种更

为深层次的联动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借由此次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节，

静安区成立相关工作专班，打破以往商业、

文旅、体育等各部门单打独斗、“纸上联动”

的状态，从赛事活动策划之初开始，各部门

同步介入，聚焦赛事活动的特点、人群、场

景来配套设计主题活动和服务举措。

运动和消费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相

互激发相互转化，助力“赛事的主场”成为

“消费的主场”。

同时，各部门深入合作，统筹资源服

务于“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也为商家提

供便利，让南京西路沿线各大商业综合

体、重点企业、优质品牌都能找到适合自

己的方式和渠道来接驳节展。

据悉，这种联动模式也将成为常态

化机制，充分助力“商旅文体展”融合促

消费。

“山系风”吹来，中心城区怎么“玩”
（上接第一版）“跟着半马游青浦”也是

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崧泽遗址博物

馆、万寿塔、知道书院、朱家角古镇等

极具江南特色的地标建筑和景点都在

赛道上静候参赛选手。青浦区新城发

展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石采凤介绍，选

手们在赛道6公里处便能看到崧泽遗

址博物馆；赛道10公里处，可以远眺

清代乾隆八年建造的古塔——万寿

塔，塔身东南侧的知道书院内展出着

管道升、曹知白等青浦历史名人事迹；

再往前走，便是青浦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标——水城门。

在比赛中的唯一折返点淀山湖大

道与珠溪路交叉口，赛道西面便是西

岑科创中心。今年10月，华为练秋湖

研发中心正式启用，将陆续为青浦导

入3万名高端研发人才。不仅是华为，

青浦新城作为长三角数字干线的“极

中极”“核中核”，正依托千亿元级的青

浦工业园区，加快集聚形成万亿元级

的数字经济带，上海数据集团、“东数

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

集群等重点创新载体相继落户于此。

据石采凤介绍，包含本届“青马”起

点青立方运动中心在内，青浦新城在体

育、文化等方面持续投入，为居民营造

幸福感满满的“温暖家”。在体育特色

方面，青浦新城依托大型公园场地，以

上达中央公园、文化体育公园为核心，

滨水绿脉为网络，构建全域体育休闲网

络。文化服务方面，位于夏阳街道的鹤

龙美术馆新馆也将于明年对外开放。

“双向奔赴”，体育赛事
激发全城活力

青浦新城也与马拉松比赛“双

向奔赴”，不仅为赛事提供了完善的

服务保障，更串联全城文旅商资

源，大大丰富了市民游客赛事期间

的文旅体验。

据青浦区体育局局长顾桂芳介

绍，比赛期间起终点及赛道沿线设

置了12个医疗救护站点，9辆救护

车和数量充足的AED急救设备、医

护人员和急救志愿者可在第一时间

提供紧急医疗保障服务。补给方

面，沿线和终点都有饮水、用水、

能量补给站。

在赛事途经的赵巷镇、朱家角镇、

夏阳街道和盈浦街道，青浦区文旅部

门整合了百间客房规模以上的接待酒

店27家，为参赛选手及游客提供了优

质的住宿服务。

此次青浦区专门策划了“跟着半

马游青浦”文旅主题活动，推出赛事文

旅导览地图，并围绕“吃来赛”“住来

赛”“行来赛”“游来赛”“购来赛”五方

面为前来参赛的市民游客提供“吃住

行游购”全方位服务，推动区域文体旅

商融合发展。

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慧

清表示：“希望让更多的游客成为参与

者，让更多的观众成为消费者，把‘青

马’打造成为创新融合的体旅消费新

平台。”

马拉松比赛激发了跑者的内啡

肽，也撬动起经济增量。据业内分析

预计，到2025年，马拉松赛事经济将

达到500亿元规模，衍生经济规模更

将超过4000亿元。未来，能否抓住机

遇，叠加文化、旅游、商业，将活动流量

变为经济增量，也将成为众多城市的

一道考题。

一场马拉松何以“燃动”一座城

（上接第一版）“戏曲有许多传统和本体需

要继承，它的创新首先是包容和吸纳的过

程。如果不遵从戏曲的创作规律，那诞生

的作品便称不上是戏曲。”在以往的小剧

场戏曲创作中，时有为吸睛效果而生硬拼

贴流行元素的情况，如今这样的作品已显

著减少。

据了解，《张骞使西 ·三别三行》原是

为大剧场创作的剧本。为让剧本适配小

剧场，主创紧紧围绕小剧场精神、小剧场

结构和小剧场表现方式进行改编，提炼出

越剧的核心——主角的情感世界，并用戏

迷喜爱的流派唱腔进行勾连，弱化叙事

性，推动观众和张骞一起踏上一场心灵的

旅途。莫霞向记者透露了创作细节，在彩

排场里，作品还保留着动作捕捉的技术，

将演员“一路向西”的行动投影在幕布

上。彩排结束后，主创和演员一致认为，

技术虽新颖，但会分散观众对于演员表演

和剧情的注意力，影响演出效果，最终决

定在正式场中放弃。

那些尊重传统、飞速成长
的青年戏曲人

“我们的创作和演员团队都是年轻

人，可当我们在为作品头脑风暴的时候，

关乎戏曲本身的讨论占了最大的比重。”

锡剧《聊斋 ·紫尾》导演张磊表示，此次的

舞台极致简约，虽然无法将全舞美带到

上海，倒也与“把舞台空间还给演员，在

演员自身发挥出的戏剧性中，带给观众

共鸣”的初衷不谋而合。90后编剧俞思

含则在个人第十部小剧场戏曲作品里，

继续注重和当下观众的精神交流。她挖

掘古典作品中的“狐狸”意象，引入了男

狐角色，讲述当代人视角下的“新聊斋”

故事。

无独有偶，对于戏曲本体的重视已成

为全国戏曲同行的创作要义。接到改编

小说《边城》的任务，湖南省湘剧院的导演

李斐斐首先想到的便是“要区分于影视剧

和沉浸式话剧的创作”。于是，戏曲的虚

拟性、程式性和写意性被她放到了湘剧

《舟渡》的首要位置。观众走进长江剧场

的红匣子，就仿佛穿越到湘西小城，剧中

穿插了许多蒙太奇场面，充分利用了戏曲

时空自由的特点，来不断链接文本中关键

的转折点。“其节以鼓，不托管弦，一唱众

和”，湘剧的高腔在剧中展现得淋漓尽

致。而女声独唱、男声独唱、男女合唱的

帮腔利用假定性，实现了剧中非现实时空

到现实场景的无缝衔接，以无场次的形

式，把握原著的精神内核，还原出一幅灵

动诗意的湘西风情画。

地方戏在小剧场各展风韵，国粹也精

彩亮相。对于小剧场戏曲来说，培育青年

人才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福建京

剧院的《成佛记》里，95后演员王春妹身

着道姑衣袍出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

演唱相当动人。此前，王春妹跟着程派名

家、福建京剧院院长孙劲梅啃下一部部传

统戏。孙劲梅认为，剧中的“尼姑”与程派

擅演的端庄稳重、含蓄内敛的形象有很大

区别。“这部小剧场对程派表演和青年演

员来说，都是一次突破。”

让小剧场中的戏曲更加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