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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至 "$日，上海沪剧院
将在逸夫舞台推出“师生同台 传承流
派 沪剧经典 年轻表达”经典传承沪
剧专场演出。通过老一辈沪剧名家直
接与青年演员“混搭”演出的方式以老
带新、传承经典，这也是这几年沪剧院
力推青年演员的又一举措。沪剧院青
年团成立 %年来，剧院一直在想方设
法用各种手段力推这批 &#后新人，院
长茅善玉坦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情势所迫”———现在沪剧院除了青年
团之外的“主团”在编演员不过十几
个，已经无法支撑起一部大戏的演出。
而这几年还会不断有人退休，不久的
将来，舞台必将要交到这些年轻人手
上。让这些年轻人迅速成熟起来，是沪
剧院的当务之急。

"混搭#开眼界
这次演出的《陆雅臣卖娘子》和

《大雷雨》两部沪剧经典大戏都采用
“老带新”的组合阵容，年过古稀的陈
瑜、汪华忠、徐伯涛、王明道等老一辈
沪剧名家，吕贤丽、钱思剑、李建华、朱
俭等目前活跃在沪剧舞台上的中生代
明星演员与洪豆豆、钱莹、王祎雯、王
森、金世杰、丁叶波等 &#后沪剧新人
同台演出。大部分场次都是由他们组
成“混搭”阵容，比如《陆雅臣卖娘子》
的最后一场由年过古稀的“'#后”王
明道扮演陆雅臣，“(#后”的王丽君扮
演罗秀珍，“&#后”的朱麟飞扮演罗母
……而《大雷雨》的四场戏，每一场都
是老中青三代同堂。茅善玉表示这样
的演出形式对于青年演员来说可以学
到更多，“同样唱陆雅臣，每个老师的
唱法不同，对小朋友来说可以多开眼
界，接触不同流派、各种表演风格。”

同台收益多
而除了“开眼界”，“老带新”的同

台演出还能让年轻演员有很多实实在
在的收获。这次参加《陆雅臣卖娘子》

演出的朱俭和舒悦都用自己的经历来
“现身说法”。在《陆雅臣卖娘子》中将
与两位青年演员合作演出的朱俭表示
以老带新会让年轻演员的表演得到提
升，“孩子们稚嫩的表演，在戏校时只
不过是初级阶段，老带新是从初级慢
慢做提升。我二十岁出头就和茅院长
一起演《董梅卿》，从著名演员身上可
以学到唱腔的节奏和舞台表演的配
合。”而在《陆雅臣卖娘子》中客串陆雅
臣岳母罗母的笑星舒悦，回忆起他当
年学沪剧的情形时也表示经常与前辈
名家“混在一起”可以有很多的收获。
他说，自己刚进戏校一两年就去给前
辈们跑龙套，“一直跟在他们后面，接
触多了，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创作
方法，都潜移默化到我的脑子里。”

推新费尽心
这次的“师生同台”演出是上海沪

剧院 % 年来力推青年团的又一个尝
试。%年间，这批当年青涩稚嫩的 &#年
沪剧新人已经渐渐成长为沪剧舞台上
的一支生力军。%年来，沪剧院为他们
排了 (部大戏，有西装旗袍戏、有传统
戏、有红色题材也有外国经典，“主团”
的演出大部分也都要他们参与。“"#)%

年我们演出 ""#场，他们起码演了 *!+

场，由他们自己担纲主演的戏也不少于
*##场。他们很有观众缘，也有票房，沪
剧观众对他们很拥护，有几场演出台下
的叫好、拍手不比成年团差。”茅善玉
说。大量的舞台实践，使得这批 &#后
沪剧新人迅速成长，在上海各戏曲院
团的同龄人中隐隐有“领跑”的趋势。
茅善玉还告诉记者，她有意请京

昆的老师来为青年演员的基本功加点
料。她坦言，沪剧的家底薄，特别是表
演手段不多，不少青年演员在舞台上
身段还比较生硬，希望能通过向京昆
老师学习来丰富他们的表演手法，只
有打好基础才能发展。“这也不是稀奇
的事，当年邵滨孙老师就拜的麒麟童，
所以邵老师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看起
来到底不一样的。”茅善玉说。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助推 !"后沪剧新人迅速成长

老中青“混搭”
同台献演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
环画绘本系列》至今已经出版了 ,#套
作品中的前 *$套，其余作品将于今年
(月与读者朋友见面。昨天下午的思南
读书会上，上海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
院院长美术创作小组组长施大畏，社
科院学者沈国明，在“开天辟地工程”
文字小组工作的孙颙，画家张培成（见
上图）以《梦开始的地方》为题，谈起了
面对既遥远又亲近的神话题材时，作
为创作者体会到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是
如何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走过来的路，
就不知道未来该走向哪里。

与世界对话的题材
西方艺术世界里，以创世纪为题

的美术作品铺天盖地，且传播极其广
泛，连中国的孩子都知道诺亚方舟，
知道爱神丘比特，但是中国的创世纪
讲的是什么我们的孩子却知道得并不
清楚。孙颙说：“其实我们的创世神话比
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经》所讲的要丰富
得多。一个具体事实就是，全世界都遇
到过大洪水。西方神话有诺亚方舟，我们
中国祖先讲的是‘大禹治水’。”孙颙认
为，我们现在的难点在于，“大禹治水，大
禹什么形象？盘古开天，盘古是什么形
象？女娲，我们最早的母亲，是什么形象？
几乎说不出！”所以，要美术先行，但是
美术的难点也恰恰在此。
张培成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

需要让我们年轻一代重新找回民族文
化自信：“我们现在年轻人讲到爱神就
是丘比特，或者亚当、夏娃，不会去讲
伏羲、女娲。”

而沈国明提出，“我们文化应
该有和我们经济发展相衬的
实力并以之与世界对话。人
的诞生或者人类社会诞生
的中华创世神话，是一
个很好的与世界对话的
题材。”

作为中华创世神话
连环画绘本的领衔创作
者，施大畏认为，今天讲
一个上古时期的中国的
神话的精神、脉络，没有文
字的努力，仅仅以美术，是做
不成的：“艺术家最重要的要有
文字的，或者文学的，或者知识的支
撑。中国英雄到底在哪儿？这变成我们一
个思考的问题。”
沈国明透露，孙颙的文字工作非常艰难，因为

中国的创世神话，史书有记载，但是都很简单。“比
如说《山海经》里面有很多神话，但是每一个只有
几句话。要把几句话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
还要用画面把它表现出来。创作的脚本就有这么

厚，施大畏说有 '#万字。”

老画家是铺路石
施大畏提出，改革开放 ,# 年，缺

的就是文化的传播。怎么用这个高度
表述一个上古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在
宇宙混沌中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神州
大地？似乎很熟悉的神话故事，又似
乎非常生疏。怎么把这个故事通过文
化传播植入大家的心里？于是，画家
们决定就采用连环画这一形式。“把
中国的连环画往前推一步，我们都是
近 $# 岁的‘老炮’，电影里冯小刚最
后拿了一把刀，在冰河上冲上前，我
感觉那是一种精神。我们为中华文化
的传承做一些贡献，那就是我们最有
价值的事情。”

沈国明把自己这批人称为“过渡之
人”，这批艺术家，包括他们文字创作的
认识都比较统一：“希腊神话故事用了 ,

百年时间成形，《圣经》故事用一千年。我
们真的刚刚开始。所以给自己一个准确
的定位。我们这些人是‘过渡之人’，就是
在海滩上捡几颗鹅卵石，如果铺路的
话，我们就是打几层地基的人。施大畏
现在创造的形象，若以后被人家否定，
还是很光荣的事情。”

施大畏也很赞同铺路鹅卵石的比
喻：“我们缺少什么？缺少时间。这种重
重叠叠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经历，忧伤
里边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回忆。通过
我们最后这个努力，给大家做块鹅卵
石铺路，是我们这批画家的一个心
态。”“我们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神话
人物，他们跟希腊神话里面的英雄真
善美是相通的。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
题，怎么把神变成人？不管你是希腊神
话，还是中国神话，里面的英雄都是在
造福人类的过程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觉得大家在
造型上就不是一种娱乐化的简单
描述，而更多的是心里的一种感
受、一种感动。所以这 *$本连
环画每个人都画得快乐。每个
人角度不同，赋予了神话
人物的感情之后，它就会
产生温度，就会感动每个
人。我们今天做神话故事，
绝对不是我们这批人闹着
玩玩。而是在当今国际语
境当中，中国人怎么有尊严
地面对世界？这就变成我们

铺路石的作用。”
如果这批画家甘愿做铺路石，

那么面对中国神话的传承，青年画家的
责任在哪里？青年画家施晓颉说：“我们用年

轻人的语境，用绘画的笔把故事讲好，让我们的后
代把中国的神话故事讲好，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
该做的事情。”

这套书，在创作者眼里，是中华民族新一轮文
艺复兴的一部分，是梦开始的地方。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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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俭!上图"与青年演员一起排

练#陆雅臣卖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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