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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不是海，可我却快要被
淹死了……”当女主角米兔酒后
吐真言，流露出平日里隐藏的艰
辛和无助时，台下观众不禁回忆
起各自生活中的艰难心酸，百感
交集。昨晚的人民大舞台，《大刑
伺候》搬上舞台的，正是异乡奋斗

的“沪漂”一族切身体会的现实。
《大刑伺候》!见图"的故事是

一起简单常见的三角恋。黑背是校
园“小霸王”，胡桑则是受到排挤的
富家公子，两人都爱上了女同学米
兔，米兔则选择了黑背。时移世易，
当米兔跟随黑背来到大都市工作
生活，却饱尝了漂泊的艰辛。此时
成功人士胡桑伸出援手，并对米兔

展开新一轮的追求，三角关系引发
了种种冲突。故事的最后，黑背虽
然获得了事业成功，却因为车祸不
幸离世。

剧名里的“刑”，其实并非幻
想中古代刑法的搞笑噱头，而是
现实加诸于人生的种种痛苦无
奈。 见习记者 吴旭颖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大刑伺候》此“刑”非那“刑”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昨晚，
由赵志刚、陈湜、谢进联等主演的
越剧清唱剧《红楼梦》在东方艺术
中心音乐厅亮相。中西结合的大
乐队端坐舞台中
央，!" 人的歌队
串联全场，整
台演出有较
完整的故事
性，但表演部
分明显弱化，
音乐部分则
大大增强，与
传统戏曲的
演出样式颇
不相同。

结 构
西方的清唱剧是一种大型套

曲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昨晚的
演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唱
剧”。不过越剧清唱剧《红楼梦》从
“格式”开始就寻求一种与传统戏
曲不同、更亲近音乐的样式，比如
整台演出不是以场次来划分，而
是以第一乐曲、第二乐曲……来
排序，在每一个“乐曲”开始时字
幕上会出现这一乐曲的“主题”，

如第二乐曲“读西厢”是“宝玉
与黛玉的爱情萌芽”，第四乐
曲“黛玉葬花”是“林黛玉感悟
于自身的爱情和命运写下的
一曲千古绝唱《葬花吟》”等
等。可以看出，该剧的主创刻
意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戏
曲的样式感。

尝 试
相对而言，舞台呈现反

倒没有这么“激进”了，大型
乐队上台在很多戏曲的演唱
会上都已普遍运用，歌队的
样式也早被一些戏曲表演所
借鉴。而三位主要演员着戏
装、有台词、有表演，与传统
戏曲的“彩唱”样式或片段的
表演并没有太多本质的不
同。当然，从文本角度上来
说，越剧清唱剧《红楼梦》还
是做了相当多的新尝试，除
了增加一些新创作的场次来
增强宝、黛、钗的情感主线之
外，对经典部分也有不少改
动，在保留一些经典唱段之
外，不少地方重新进行了“排
列组合”，比如第八乐曲把
“金玉良缘”与“黛玉焚稿”合
二为一，交替穿插，更是新创
作了一段宝、黛、钗的“三重
唱”来强化三人的感情纠葛。

特 色
越剧清唱剧《红楼梦》这个作

品本身是否成功，观
众与业界可能见
仁见智，不过
这样一种尝
试应该是有
意义的。戏曲
无论是服装
妆容、表演程
式还是演唱
方式都极具
特色，这些
年，戏曲元素

常被各种舞台表
演样式、影视剧乃至

其他艺术样式作为优质的中国风
元素借鉴运用。
而戏曲人守着“宝山”自然更

有理由好好把这些资源利用起
来，无论是在原有的经典作品基
础上创新发展做出各种经典作品
的“衍生产品”新版本，还是把戏
曲的一些元素单独拿来形成一种
新的表演样式，都有着无尽的可
能，值得探索尝试。

“剥离”戏
“抽出”曲

! ! ! !越剧清唱剧
!红楼梦"尝试传
统戏曲新样式

! ! ! !一位观众看完演出

后表示# 传统戏曲特别

是那些经典剧目有很多

好听的唱段# 越剧清唱

剧$红楼梦%淡化了戏&

强调了曲# 从理论上来

说# 这样的样式是能够

成立的# 不过从演出本

身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

提高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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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与宝玉 记者 胡晓芒 摄

! ! ! !最近! 曹家老宅建筑群在一批热

心人的呼吁下! 立即停止拆迁得以幸

存"记者昨天踏访曹家老宅!对应该保

护这一建筑文物没有听到一点异议!

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开发商! 无论是当

地居民还是专家学者!均持支持态度"

这使我想到了 !"年前一件令人痛

心的事" 同样也在浦东!同样也是建筑

文物!曾居住过宋霭龄#宋庆龄#宋美

龄#宋子文及黄炎培#胡适#黄自等十多

位名人的内史第面临拆迁时!也是不少

人呼吁要保护!著名专家#清华教授黄

万里还致信有关部门!力陈保护这座清

代院落的重要性!但有关部门在算了一

笔经济账后仍然坚持要拆! 多年后!在

终于认识到这座文物建筑的重要性后!

内史第又花了 #$%亿元部分复建!但复

建部分已不是文物了!成了永远的痛"

这次最初呼吁保护曹家老宅的人

都是普通人! 远没有黄万里教授的知

名度! 居住在曹家老宅中的人也远没

有像内史第中的历史名人那么显赫!

但曹家老宅在呼吁声中幸存了!而且!

各方对保护文物均有共识! 这无疑证

明时代大有进步! 人们文物意识大有

提高" 俞亮鑫

! ! ! !昨天下午，一批文物专家、政协
委员来到地处浦东新区高行镇的曹
家老宅时，都被这一古老建筑群深深
震撼，大石条、宽木板、蠡壳窗、观音
斗、万安楼以及深深的大院落、高高
的防火墙……无不透出这一古建筑
群的厚重历史和昔日繁华。大家惊讶
的是，这个在上海地区难得一见、规
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竟会在本市多次
文物普查中成为“漏网之鱼”，其曹氏
族谱记载的历史，更让上海建镇历史
喜添 "##岁……

文物$遗珠%很珍贵
步入曹家老宅，能感受到今天这

颗文物“遗珠”的珍贵。遗憾的是，这片
曾盛极一时的古建筑群在一大片瓦砾
之中显得有点破旧残缺，形影孤单，这
片区域长 "!#米，宽 $%米，约 "&亩，目
前仅剩下三座分别由双层建筑、单层建
筑组成的两进院落……芦九沟还有 '#

多米长的明代石驳岸连通着黄浦江，潮
起潮落。曹家老宅建筑群原有的曹家祠
堂、家庙、牌坊和其他古院落已难觅踪
影，或毁于日军轰炸，或消逝在岁月变
迁之中。
浦东新区文史学会副会长周敏法

指着二楼镶嵌在窗棱上的蠡壳告诉记
者，古人将贝类打磨成薄如一纸，既可
透光又能挡风，以代替玻璃。这种工艺
就是明清时代特有的。

高行镇上的徐永盛老人说，这次
动迁时，在曹家老宅的墙体中，还发
现了 "# 多块刻有“国鲁”、“郡开”、
“贤何”、“真卿”等字样的石碑，石碑
已严重风化，字体大多难以辨认，
可见其年代已十分久远。

张雪敏、王安石等文物建筑专家
认为，曹家老宅既有文物价值，又有
人文价值，对于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
历史研究，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上海喜添两百岁
在曹家老宅，其后人向大家展示

了他们祖辈自北宋传下来的《平阳曹
氏族谱》以及宋朝皇帝赵匡胤开宝九
年颁给开国功臣曹彬的丹书铁券（俗
称免死牌）。据记载，高行曹氏这一支
为曹彬后人，南宋年间南迁至上海，
一开始在曹家渡定居，后又迁至浦东
曹路镇，后于明朝年间在高行镇设了
总祠堂。

周敏法告诉记者，这本族谱上还
有这么一段文字：“沪渎曹氏……因宋
室多故，而迁居跸临安，族从而徒者，凡
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
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
大意是说，曹氏自宋室南渡来上海镇，
是济阳王曹彬之后。最令人惊喜的是
“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这是目前
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
料。他说：“上海建镇意味着‘上海’这个
相对独立的区域由此诞生，这是名副其
实的上海‘出生证明’啊！”而之前，人们
对这一上海何时建镇尚有争论，确切时
间无从考证，通常是采用权威谭其骧的
说法：“上海建镇于宋末”。但这一发现
使上海建镇历史往前推了约 "##年，并
明确了年份就是北宋熙宁七年，即
!#&(年。也就是说，上海已有 )((岁
了。

周敏法这一说法最近得到了上
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熊月之的认同和点赞，他说：
“这解决了上海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悬
案。”熊月之决定将这一结论载入《上
海通史》总论。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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