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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今年 !月试首演以来，上海沪剧院
的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一直在听取
各方专家和观众的反馈意见，经过几个月
打磨后将于今晚亮相东艺。修改后的《敦
煌女儿》保持了原有的框架，在具体唱段
和部分台词上做了四两拨千斤的改动，使
得剧情更加紧凑，艺术效果的呈现也更加
清晰。
《敦煌女儿》以从上海走出去的敦煌

守护者樊锦诗为原型，谱写了一位文物考
古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剧中樊锦诗一角
由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饰演，从序幕到
尾声，每一场都有大量唱段，其中最长的
唱段达 "#分钟。首轮演出彩排时，樊锦诗
亲临现场，观看时数次落泪。当时樊锦诗
提出，丈夫彭金章的戏份是不是应该增
加，回去后樊锦诗又冷静地思考了下，《敦
煌女儿》讲的主要自己做学问的一面，彭
金章的戏份太多反而会扰乱主线，但樊锦
诗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丈夫对家庭的贡
献，所以适可而止即可。

相比其他剧目而言，《敦煌女儿》的原
型故事戏剧冲突并不强烈，主创便采用倒
叙的手法，打破一件件重大事件的自然顺
序，让剧情更加紧凑。剧中，暮年樊锦诗会
不时地在舞台上“跳进跳出”，“旁观”年轻
时的自己，这被许多专家认为是沪剧表演
的一大创新。此前的版本里，暮年樊锦诗
和青年樊锦诗做到了一秒钟“变身”，这样
的角色转换快得让观众有些反应不过来，
于是，今晚上演的版本里，编剧为群众角
色多加了四句唱词，交待了角色前后的转
变，也让观众一目了然。而有些冗余的唱
段，也被忍痛割舍，茅善玉表示，有些唱段
别看只删减了几句，就是这几句让剧情一
下子顺畅起来了。

看过上一版的观众应该会对简洁而
又充满诗意的舞美设计印象深刻，$个悬
挂的飞天形象勾勒出敦煌壁画的背景，此
次又新增了莫高窟第 "!% 号窟里的禅定
佛陀形象。此前禅定佛陀在剧中被多次提
及，舞台上却没有相关的形象呈现，不少
观众现场掏出手机搜索禅定佛陀的形象。
这次为了丰满剧情，还增加了年轻工匠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磨雕刻禅定佛陀的

过程。新增的情节一方面展现了樊锦诗的
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她为考古事
业耐得住寂寞的禅修者精神。

今晚演出后，《敦煌女儿》还将于 &#

月 '&日参加第二十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江
南韵·上海情板块演出，&&月将亮相北京
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梅兰芳大剧院，&"
月 &%日回到上海大剧院演出。这也是上
海沪剧院继沪剧《邓世昌》和《雷雨》后三
度在北大演出，今年正值北大 &"#周年校
庆，在樊锦诗的母校上演《敦煌女儿》，意
义非凡。茅善玉表示，提升沪剧的影响力，
重点还是在青年观众中普及推广，因此，
下半年除在北大演出外，上海沪剧院还将
携该剧在同济、上财、海事大学等高校进
行巡演。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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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亮相东艺

! ! ! !背靠一座城，面朝一江水，上世纪 (#年代
上海恋爱圣地“情人墙”前，年轻的阿珍和阿德
相互依偎，在拥挤中感受着爱的滋味，在风浪
中憧憬着梦想未来……昨日，由上海淮剧团创
作推出的淮剧《浦东人家》（剧照见上图）在美
琪大戏院上演。作品讲述虽是小人物们最为平
凡的“市井人生”，却似“一滴水中见世界”，自
他们的生活“升级”感受到了岁月流转、时代变
迁。诚如上淮团长、编剧龚孝雄所言———那是
“改革开放 $#年”及“浦东开发开放 "(年”进
程中，上海人最真实的精神面貌和奋斗历程。

一张床与一间房
如今已能自由选择是穿隧道或是走大桥，

在非繁忙时段往来浦东浦西不需半小时的年
轻人，或许很难想象浦江两岸的人们曾经依靠
轮渡摆渡往返的日子。现在租住在平均房价六
七万、社区建设对标国际的张江、外高桥的白
领大概也料不到，原来要让女孩心甘情愿嫁到
这“乡下”，得有“天上掉馅饼”的运气。

正如《浦东人家》故事的开头，阿珍指着一
江之隔的对岸、还只有钢厂和农田的浦东，义
无反顾地说“我要嫁过去”时，她的姑姑一脸
“侬脑子坏掉了”的表情，郑重提醒：“宁要浦西
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时隔 $#年回望，正是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

风、浦东开发开放的细雨，才让“阿乡”们的生活
改天换地。剧中阿珍、阿德、阿林三个分别居住
在浦东、浦西的年轻人，面对“改革”的浪潮，面
对“浦东开发”的巨大变化，有人困惑、迷茫、不
知所措；也有人整装、待发、扬帆起航。《浦东人

家》看似说的是“浦东一家人”，却以一出戏承载
着一段记忆，剧中的小人物犹如时代的缩影，从
他们人生历程和生活变迁中，能够清晰地看见
改革开放每一朵浪花拍过，带来的崭新气象。

读晚报与时俱进
值得一提的是，为能突显阿德和阿珍夫妻

间的情深意笃，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与改革进程
中每个关键节点挂钩，编剧龚孝雄特别设计了
烘托温馨气氛又能推动剧情发展的“读报”情
节。剧中，几乎主人公家庭每个掐准时代脉搏
的关键决定，都源自《新民晚报》对时代进程中
关键节点及时报道以及对政策的精准解读。

全剧两个小时，“读晚报”的情节就出现了
四次：新婚夜，阿珍听阿德读报纸，说小商品市
场要开放，于是萌生“下海”念头；豆腐厂建成
后，听说南浦大桥要通车，夫妻俩兴奋地彻夜
难眠；就连阿德车祸昏迷数年，醒来后恍恍惚
惚第一反应居然还是为心爱的阿珍读报纸，了
解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等将成
立，小区就要拆迁的消息，为小家庭带来崭新
机遇。《新民晚报》最后一次亮相，是浦东机场
动工前，“晚报”如同是剧中“隐形的钥匙”，总
在关键节点出现启动剧情下一轮展开。

编剧龚孝雄直言：“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
最具影响力的市民报，《新民晚报》是上海人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中，若说老百姓要从哪里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动
向，除了晚报，我想不到其他。”

老戏迷拍红了掌
昨晚，淮剧团青年演员们的表现也是可圈

可点。邢娜饰演的柳玉珍（阿珍）时间跨越度极
大，从待嫁时演到当家人，经历种种命运坎坷依
然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直面人生。邢娜说：“阿
珍的性格和我有点像，一样的倔强不服输。”这
个人物给她最大感触，是主人公身上坚韧不屈、
迎难而上的精神，“现在的青年人遇到一点事就
畏难退缩，如果能像柳玉珍一样不畏艰难、勇往
直前，有这样的精神，人生会走得更好。”
此外，为柳玉珍设计的唱腔也很动人，有淮

调、自由调等不同的调式，如家里遇到变故后的
唱腔既符合淮剧特色，又打动观众。邢娜对这段
唱的精彩驾驭，也让不少老戏迷拍红了手掌。

据悉，淮剧《浦东人家》已获国家艺术基金
大型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青年编剧配套扶持项目、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
展基金资助鼓励原创文艺精品项目。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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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浦东一家人#用好听的淮剧唱腔娓娓道出

"明明就一江之隔却仿佛相距千里$的浦东人!如何借

着改革开放及浦东开发开放的春风!真正融入这座城

市的心路历程% 今晚!沪剧&敦煌女儿'即将讲述的是

(上海女儿$樊锦诗如何成长为敦煌守护者的故事%

而自中秋夜至国庆前!滑稽界)黄金搭档$毛

猛达和沈荣海!正用久违的独脚戏"说噱逗

唱$描绘了改革开放 !"年来的上海人生活

的点滴变化!让源自"石库门$的笑声

在掀起欢笑浪潮的同时! 也卷

起人们心底饱含浓浓乡愁的心潮%

短短一周多时间内! 三台浸润着这座城市海派

气韵的作品相继亮相! 无论是以本土方言为基础的

独脚戏或是沪剧!抑或是以上海为发祥地*拥有广泛

观众的淮剧!都是烙印着"海派标签$的上海表达%正

如淮剧&浦东人家'编剧杨林直言+"作为改革开放重

镇!纪念改革开放 !"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海的戏曲

人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

听!这是上海在发声,听!这是阿拉上海人自己

的故事%

听!这是上海的声音

" &敦煌女儿'剧照 本版图片剧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