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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作品
早在上世纪 !"年代，上海沪剧院就创排

了《甲午海战》，还留下了《祭海》等经典唱段。
而此次的《邓世昌》则是一出全新的同题材剧
目。茅善玉告诉记者：“常常有人问，你这个甲
午海战有没有‘祭海’啊，我也试图和编剧和
导演商量，把‘祭海’内容加进去，但硬装榫头
装不进呀，因为金堂妈这个角色没有了。后来
甚至还想装在邓世昌的妻子何如真身上，在
邓世昌死后让她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祭海，
后来觉得还是不合适。”不过茅善玉认为，虽
然两个戏的剧本完全不同，但还是有一定的
传承关系。

悲情英雄
“现在大家对邓世昌的印象都来自电影

《甲午海战》中由李默然塑造的形象。而我们
这次试图把邓世昌还原成一个‘人’，而不是
一出生就是英雄。”茅善玉说，“邓世昌一开
始是一个意气风发、怀着远大理想、朝气蓬勃
的青年，而且他有点洋份儿，因为北洋水师一
开始是英国皇家海军来帮中国建立的，舰上
用语是英语。”茅善玉告诉记者，在沪剧《邓世
昌》中，邓世昌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英雄，在
腐败的官场上处处碰壁。而编剧蒋东敏表示：

“每次看这段历史时都觉得很心痛，邓世昌在
这个混沌的时代里，是一个很孤独的逆风而
行的形象。”

还原历史
茅善玉说，沪剧《邓世昌》试图还原一段

真实的历史，来反思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
茅善玉认为，邓世昌作为一个军人，他很清
楚当时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在北洋
水师长期发不出军饷、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
情况下，他不赞成在这时打仗，但皇帝下令
开战，邓世昌只能仓促上阵。“他是明知不可
为而为之。与电影不同，电影是反过来的，皇
帝说不要打，老百姓说一定要打，其实历史
不是这样的。”茅善玉说。因而沪剧《邓世昌》
特别设计了一段邓世昌出征前和妻子告别
的戏，“他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他要作一个交
待，父亲怎么样，母亲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怎
么样，你怎么样。”

入戏很深
《邓世昌》是一出男人戏，全剧除了茅善

玉扮演的何如真之外再无一个有名有姓的女
性角色。但是问扮演邓世昌的朱俭，戏排到现
在哪些部分演得最“爽”时，他举出的竟然都
是一系列的“泪点”。朱俭说，这个戏里邓世昌

的“泪点”有五六处，都是“想哭不能哭，泪往
心里流的感觉。”而让朱俭演得最“爽”的是夫
妻分别一场，终于可以落一落泪，“茅院长也
唱不下去了，沪剧院生离死别的戏不少，但还
是第一次看到茅院长唱不下去。”朱俭说。还
有就是最后沉海的一场戏，“有一段唱，真心
痛，第一个字都很刺痛人。”朱俭说在排练时
甚至担心自己在台上会无法控制感情，“这个
戏让我排到心会抽，我和作曲汝金山老师讲，
万一我唱到一半唱不下去怎么办？他说你唱
不下去，大乐队会停掉，等你。”

精益求精
朱俭告诉记者，这次《邓世昌》的排练氛

围非常好，导演陈薪伊对音乐、对演员的表演
都抓得很紧，大家在艺术上都精益求精。
朱俭举例说，在排他与茅善玉的对手戏
时，有一段茅善玉在唱，他有一个反应
没有融进音乐节奏里，只好重来一
遍。但再来一遍也还是不对，只能排
了一遍又一遍。“她是领导，我不能
让她不停地唱啊，可是有几次我
还没说，她已经站回那个位置准
备重新唱了。一遍一遍，我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只好仰天长叹
说‘我太笨了’，茅
院长也笑了。”朱
俭说，希望通过反
复排练、斟酌，能
够尽可能地做到
尽善尽美。
本报记者 王剑虹

每到!泪点" 声声哽咽
下月亮相的沪剧大戏《邓世昌》进入合成阶段

下月将在逸夫舞台首演的沪剧大戏《邓世昌》正在紧张排练中，这些天，该剧正在太
仓大剧院进行为期四天的合成。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表示，随着大乐队的加入，大戏的
面貌已渐渐完整地呈现出来，自己对这个戏也有了更多信心。而主演朱俭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一副“入戏太深”的样子，他甚至表示，很担心自己最后一场戏会哽咽到唱不下去。

! ! ! !本报讯（记
者 乐梦融）旅
美画家朱晨光
近日在沪举办
庆祝从事美术
创作 !" 年活
动。《艺术架起
友谊之桥———
朱晨光中美文
化交流 #"年照
片回忆录》及
!" 年美术作品
集《朱晨光》同
时出版。

上世纪 $%

年代，朱晨光开
始在《新闻日报》《解放
日报》等报刊发表美术
作品，并在上海参加美
术界的活动，还在上海
结交了刘海粟、丰子恺、
唐云、程十发、胡若思等
前辈画家和良师益友。
除陈列部分彩墨画作品
外，朱晨光还在活动现
场为嘉宾们挥毫。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近
期最大的户外装置艺术展“这不是
零”正在喜马拉雅美术馆举行。当代
艺术家胡项城用数千扇被遗弃的老
式雕花门窗组合成一个迷宫，观者
置身其中，时常难寻出路。已经淡出
当代艺术视线许久的胡项城借此次
展览宣布回归，这件作品旨在唤起
观众对古建筑保护的关注。
名为《拆掉“拆”字》的该作品几

乎占据了喜马拉雅美术馆广场的大
部分空地，老门窗以及现场作为其
他作品材料的老房梁、井沿、地板
等，都来自于胡项城的收藏，都是他
从旧木材市场买来的。这些老式雕

花门窗是古代乃至近代中国民居的
标配，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它们却被
拆卸了，被抛弃了。
胡项城介绍说，每扇老门窗都

有故事，被拆下流散后，如今又聚合
在此，成为一个迷宫，从高处看，迷
宫呈一个大大的“拆”字。据悉，明年
&月 '日展览结束时，胡项城将邀

请大家一起把这个“拆”字给拆掉，
来自于千家万户的门窗将重新组合
成一个“福”字。胡项城的用意十分
明显：人们迷失于“拆”中。胡项城
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了
无数次“拆”，那些老房子不断地为
城市建设让路，时至今日，需要反思
一下，是否拆得过多了？一旦集体失

去记忆，后果又会怎样？
胡项城 &()!年毕业于上海戏

剧学院舞美系并留校任教。在 *+年
的教学生涯中，胡项城培养出了蔡
国强等人。&('!年，胡项城赴日留
学，研究当代艺术，并在 &((%年代
不断向上海美术馆建言，促成了上
海双年展的创办。

! ! ! !本报讯 昨天
下午, 由上海市科
协、科技发展基金
会和上海教育电视
台举办的大型科普
季播节目《十万个
为什么》正式投入
拍摄。与荧屏扎堆
的娱乐节目不同的
是，《十万个为什
么》旨在给所有热
爱科学的青少年提
供一片沃土，不鼓
吹“神童”，不浮夸
“天才”，而将科学
原理、科学实验和
生活常识巧妙结
合，通过知识竞答、
科学实验、游戏等
环节进行角逐，其
最终获胜的选手将
有幸参加海外科技
之旅并约会诺贝尔
奖得主。

目前, 经过几
个月层层选拔和激烈比拼，电子
机械小能手郭秦菘、理科学霸倪
丁韬、爱书如痴的杨墨林、创新小
发明家云惟奇、科学开心果赵文
仪、梦想成为发明家的陈炎捷 !

组热爱科学的家庭在全市选拔中
脱颖而出。他们将在节目中“全家
总动员”，经过科学大拷问、求证
进行时、分数加加加、一起玩游戏
等环节，举行一场精彩纷呈的科
学大比拼。《十万个为什么》邀请
原中国科技馆馆长、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卡林加奖”唯一中国获奖
者李象益教授和小荷姐姐担任嘉
宾，在揭秘科学奥秘的同时与小
选手欢乐互动。《十万个为什么》
&-月 !日起每逢周六、周日晚在
黄金时段播出。 金双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惠及 $+余万孩子的 -+&.第
十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昨天以一台儿童音乐剧《长
荡湖来的女孩》宣告闭幕。
在 )%多天里，遍及 &)个区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观

摩了 -%部优秀儿童剧，共计 )%%多场演出。这些剧目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吉林等省市，涵盖话剧、音
乐剧、歌舞剧、儿童音乐课堂、京剧、昆剧、人偶剧、武功
剧、双语儿童剧、滑稽戏等多个艺术门类，充分体现了
本届展演剧目的高质量和艺术样式的丰富和精彩。

两年一届的展演活动恰逢“十”届，涌现出不少优秀
的剧（节）目和组织工作者。经过评委专家认真评选、督
查组现场测评以及数千名小观众的投票，《从长荡湖来
的女孩》《彩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获得“最佳剧目”奖；
上海大剧院、浦东新区教育局、宝山区文化馆影剧院、共
舞台 /0聚场等 .个单位荣获“最佳组织”奖。组委会还
首次专设“受观众欢迎剧（节）目”奖，主办方分发了近万
张选票，让孩子们对自己喜欢的儿童剧作出评价，《从长
荡湖来的女孩》《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少年中国梦》《抱着
宝宝听音乐》.个剧（节）目获得了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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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花老门窗聚成一迷宫
大型户外装置艺术展呼吁保护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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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17个区县 惠及50余万学生

第十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落幕

!茅善玉!朱俭在排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