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迷恋电影，自少年始。观《苦恼人的笑》时，我
并不了解这部片子与《生活的颤音》《小花》一起构
成了代际线而具有史学意义，只感觉它和以往的
电影有所不同———它专注于人了。中国电影从事
到人的叙述变化，隐约透露出了时代的变革。在时
空设置上，《苦恼人的笑》不拘泥于传统线性结构，
或是单纯的倒叙和插叙，而是进入了人的心理时
空，写出了人的无意识、潜意识，颇有精神分析意
味，从而呈现出现实、回忆、幻觉三个叙事时空，是
人在特殊时期的复杂体验。尤其可贵的是，三个时
空的转换颇为自然，可见导演已将剧情化为了自
己的内心逻辑，达到了纯熟自如的境界。在表演
上，完全与此对应，现实时空是纪实表演，回忆时
空是浪漫表演，幻觉时空是怪诞表演，这标志着中
国电影的表演美学进入了重构。

关于电影美学的改革开放，最全面和集大
成的体现在影片《人·鬼·情》上。但作为先行者，
《苦恼人的笑》已居于改革开放中国电影史的肇
始地位。

后来我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任职，才知道《苦恼
人的笑》与学院关系十分密切———导演杨延晋是
表演系的毕业生，风流倜傥，才情横溢。该片的男
主角李志舆是上戏表演系教师，他的生活形象与
银幕形象基本相似，少语内慧，书生气质；女主角
潘虹则是李志舆老师的学生，凭此片在表演上再
度提高，终成一代表演艺术家。

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电影人，我们不该忘
记起始点上那些开创者、拓荒者。这是因为始点决
定终点。
苦恼之后的脸上，出现了明媚的笑容。

苦恼之后的笑容 ! 厉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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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 ! ! !今年都在纪念改革开放 !"周年，我听
音乐会正好也是 !"年。在那个年代，不仅
爱乐者在找音乐会，音乐家也在找演出。今
天已经声名远扬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首演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年 '月 &!日，第一期星广会筹办
时，上海电台的初衷其实更倾向于技术层
面———他们希望尝试把音乐厅里的演出现
场传播到上海的千家万户，这有点像一个
音响发烧友把音响从这对音箱转到另一对
音箱放出一样。这个叫作“现场直播”的形
式在今天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出

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技术上似乎并
不难解决，最大的意外却是当电台编辑联
系各音乐团体时，各团都有如遇到火星的
干柴，一下沸腾起来。各团都报来节目，数
量之多让电台措手不及，面对蜂拥而来的
节目源，电台编辑不得不把选节目改为删
除节目。

我现在明白了：那个年代音乐家“饿”

啊，他们也向往上台演奏———他们平时登台
演出的机会实在太少。

还有一个“饿”的例子是 '$%! 年 ( 月，
《新民晚报》有报道：中断了近二十年的“上
海之春”重新启动。为了保证演出水准，以丁
善德、桑桐、周小燕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每天
轮番到各个团体的排练场地听节目。经过一
个多月的审听，从 &)台节目中选出 '!台作

为正式上演节目。当时我是条线记者，我也
每天跟着到处跑到处听。讨论，平衡，那真是
一直在忍痛割爱……

从没有音乐会，到音乐会多起来，曲目
丰富起来，!"年来音乐家和爱乐者几乎同
步地参与改革开放，享受成果。今天的爱乐
者完全不必跑到音乐厅门口去看海报，各
家官方微信公众号里的节目预告，已经多
到难以取舍。每年发放的乐季演出手册，因
为节目太多而不得以把字号缩得很小很
小，小到我等资深乐迷眯起眼睛也没法看
得清了。

!戈多"首演在上海 ! 戴平

! ! ! !生逢 '$*%，似乎是相约相守的人生交
响乐。'$*%年底，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两个
班，一个是文学创作班，有曹冠龙、陈村、程
乃珊、沈善增、薛海翔等；另一个班是文学
理论班，有吴亮、程德培、毛时安、陈思和、许
子东、许锦根、周惟波、蒋红及我等，当时我
们的年龄大都在二十出头至二十七八岁左
右，并且其中有不少人在报刊杂志上已发表
过作品。但大家毕竟还是业余文学爱好者，
而且大都在工厂，有的还在里弄生产组，生
活的境遇并不如意。当时的作家协会能把
我们召集在一起，无疑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和文学的环境。

上海作家协会的金色大厅，曾是我们
这批文学青年心中神圣的殿堂。巴金、柯
灵、于伶、师陀、吴强等著名作家曾在这里
谈文论艺，当我们踏进这座大厅并能置身
其中时，内心是相当激动的。这种命运的转
机预示着我们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我
们理论班的带班老师是李子云、周介人，基
本上是每月初集中一次，时间是一个下午。
理论班的具体内容是：一是邀请作家、教

授、艺术家、学者为我们上辅导课，先后有邱
明正、蒋孔阳、钟望阳、张骏祥、吴强、茹志娟
等；二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
论，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学”、“文学
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等；三就当时引起关
注的某篇文学作品或理论文章进行分析、评
论。当时，大家刚刚从禁锢封闭的文学艺术
环境中走出，通过观念的碰撞、理论的探讨、
思想的交流，为我们年轻人展示了一片崭新

的阳光天地。
文学理论班虽然于 '$%+ 年底就结束

了，但大家已把上海作协看作自己的“黄埔
军校”，和作协保持着联系与交往，不少学员
凭借着这个平台，实现了华丽转身。而我也
正是通过理论班的授课，认识了著名美学家
蒋孔阳教授，在蒋教授的支持下，我费时八
年，修改五次，写出了《中国艺术通史》。

对于 !"年前上海作家协会的理论班，
我们心怀感恩，没有当初的引领就不会有日
后的登攀。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岁月史诗，使
我们邂逅了一个大时代。日后，不少名教授、
名学者、名作家，当初都源于金色大厅内青
涩的文学憧憬。

! ! ! !正值改革开放 !"周年，《小说选刊》等
选出了 !"年中四十部最具影响力的小说。
那些大名鼎鼎的小说都入选了。其实不入
选的，甚至知之甚少的小说未必不佳，甚至
也有品相质地极佳的。

那时一个人出一本书是非常稀罕的事
情，大家彼此赠书成风。我这里几乎有从
《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所有早期的签名

书。今天已经弥足珍贵。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是她 '$$"年 !月送我的《海上繁华梦》中
的那个打头篇《阁楼》。我每次讲座几乎都
以此为例说明何为风格。小说的主人公住
在虹桥路 '''%弄 ,!支弄 ,号，相貌平常
还有点小小难看。他叫王景全。小说写他改
革煤球炉节约用煤的事。我都不敢用故事
这个词，实在是没有故事啊。然而，王安忆

在几乎无法写小说的地方写出了小说。她
写这个王景全在抬不起头的阁楼里，面对着
月光下的三个煤球炉，写他拎着自己革新的
煤球炉四处推销，到处碰壁、受骗。这篇小
说非常体现王安忆的叙事风格，“啰嗦”。我
喜欢这篇小说，一是题材的高度独特性，高
冷。二是叙事的高超难度和相伴叙事的高超
技巧。最后是忽略、冷落它，很少有人关心。

王安忆是一个“啰嗦”的天才，她在寻
找题材的时候敢于寻找非常独特的东西，
绝处逢生。在啰嗦的叙事中缓缓地流露出
忧伤和艰难，倒影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和人
性的无奈、挣扎。安忆和我的共同朋友陆星

儿生前多次说过，王安忆写得这么啰嗦，
为什么读者接受而且喜欢，她不敢写得这
么“啰嗦”，怕读者没有耐心。我认为这句
话表现两层意思，第一，王安忆相信自己的
“啰嗦”是与生俱来的，她有自信能征服人，
自信读者能够接受；第二，王安忆的天性当
中有这种化啰嗦为奇趣的叙事能力。怎么
能啰嗦得有趣，请大家再看小说，特别是结
尾。那是真正的豹尾。能把一个社会底层
没有工作的小人物写得那么浩浩荡荡，恐
怕非王安忆莫属了。

!"年前曾经相濡以沫，!"年后我们相
忘江湖。时代不可阻挡地前进了。

! ! ! ! &"'%年 !月 &'日夜，话剧《秀才与刽子手》完
成了它的第 $"场公演。
记得是 '&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导演郭小男

久别重逢，郭小男已多年没有在上海排戏了，他给
了我四个剧本，把选择权交给了我。细读后，最吸引
我的，还是《秀才与刽子手》。原因似乎好笑———它
太不像话剧了，我很难想象在舞台上怎么表现它！
首先是其话语体系和表现形式的新、奇、特，更

重要的是，这个剧本在荒诞的形式、夸张的言行下，
具有难以言传的深刻含义。这个剧本曾叩响过外地
好几个话剧院团的门，却都被“太另类”“没法排”
“不像话剧”之类的话拒之门外了。但我认为艺术就
是要另类，就是要创造，就是要“不像”。当时的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已实施了改革，正式推出了制作人制
度，因此，当中心的决策层为上不上这台戏争论不

休、委决不下时，总经理杨绍林一锤定音，对我说：
“你不是制作人吗，那你自己定啊！”

几个月后，《秀才与刽子手》首演获得巨大成
功。编剧黄维若与观众一样兴奋，当场给我发了一
条长长的手机短信：“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感
谢你们的制作人制，这个好机制给了我的剧本以
生命，给了它与观众见面的机会！”
《秀才与刽子手》名动全国，载誉众多。一晃 '&

年，不，!"年过去了。回首 !"年，若没有国门开放，
没有中外交流，中国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熔古典性
与现代性为一炉的独特剧本；追忆 '&年，若没有
话剧中心，没有制作人制，上海人不可能做这样融
先锋性与大众性于一体的成功剧目。我作为这台
“不像话剧”的话剧之制作人，能不有这种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吗？

! ! ! !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沪语电视剧《孽债》
于 '$$(年春节期间播出，曾创下 !&-)&.的超高收
视，压倒了同期播映的央视大剧《三国演义》数倍。
从《孽债》开始，沪语现实题材电视剧扬眉吐气，造
就了 &+世纪 $+年代海派电视剧的巅峰时刻。

作为记者，当时提前一个月看了《孽债》的试
片。&+集电视剧，记者们在金都宾馆整整看了两
天。而后，我的报道“电视剧试片记者哭红双眼”刊
发在《新民晚报》文化版头条位置。《孽债》的出现，
让上海现实题材在沉寂后出现了一次喷发。
《孽债》选取了儿女们来沪寻找父母的巧妙角

度，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真实而不粉饰，
真情而不造作，让一代人为之动容。对比今天荧屏
上虚假浮躁的伪现实剧泛滥的现状，值得我们思

考。更重要的是，上海当时处于改革开放的新老交
替之际，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正呼应了许多知青
回城后人生追求的主题。这部电视剧反映了这一
时代大转折中出现的悲欢离合，但它不悲情，也非
诉苦，充满了人间真情和温暖。最后，五个来自云
南的知青后代相继融入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回到
父母的怀抱。
《孽债》的意外收获是，沪语版在上海激发了

极大的观看热潮，创下了收视之最。《孽债》的横空
出世表明，沪语同样能拍正剧、能出力作。这成了
《夺子战争》《何需再回首》等沪语电视剧接连问世
的标杆。&+多年过去了，上海小孩现在不太会说沪
语，如何推广沪语成了当前的一大话题。艺术对方
言应该网开一面，这是构成艺术丰富多彩的元素。

! ! ! ! #$%%年 ##月，我第一次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
剧场观看《曹操与杨修》首场———犹如一股清新之
风徐徐吹来。这部戏正是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思
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作品中的突出体现。

之前我们习惯于写戏直奔主题，非黑即白，泾
渭分明，写正面人物难脱离“高大全”的模式。这个
戏却不同，剧中曹操与杨修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正面人物，抑或是反面人物，他们具有伟大而卑微
的多重人格，是有人格缺陷的悲剧性人物。

戏的主题也是引人思索，作者以独特的视角
描写了一场关于性格、人格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以
古喻今或借古讽今，而是在当时当下接通了历史
和现实，引发人们对历史、生命、人性的深刻思索。

这个戏的运作方式也给人深刻的印象。《曹
操与杨修》的剧本原来由湖南剧作家陈亚先创
作。他的剧本曾辗转于北京等地的几个京剧院

团，但始终未被采纳。后来尚长荣看到了剧本，非
常欣赏，但苦于他当时所在的陕西省京剧团没有
条件排。于是他带了剧本来找上海京剧院，时任上
京院长的马博敏等院领导慧眼识珠，一下子拍板
接纳了这个剧本，随即把陈亚先请来上海改剧本，
邀请尚长荣饰演曹操一角，后又配备了马科担任
导演，言兴朋出演杨修，强强联合组成了该剧的主
创团队，充分显示了上京领导的魄力、胆识和智
慧。这样的优化组合在当时是破天荒的，打破了长
期以来人才凝固的壁垒，促进了人才的流通。后来
又进而引进尚长荣加盟了上京，更有了随后的“尚
长荣三部曲”。
《曹操与杨修》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新创剧目的

里程碑。该剧久演不衰，近年来更推出了传承版，
还拍摄了首部 ,/全景声戏曲电影，让这部经典之
作在新时期闪耀着璀璨的生命力。

! ! ! ! #$*$年 *月 #日晚上，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
花———张志新之死》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在国内外
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不仅与关于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相呼应，也为中
国电视剧在新时期迅速发展和壮大拉开了序幕。
《永不凋谢的红花》是上海电视台女编剧黄允

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年 )月初，黄允读到
《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撰写的报道《一份血写的
报告》后，心情无法平抑，她决心要在电视荧屏上
让广大观众看到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的光辉
形象。她的想法得到了上视领导的支持，她迅即前
往沈阳等地收集素材、实地采访。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让黄允勇于承担风险，而正在全国开展的
思想解放运动也给了她冲破思想樊笼的力量和信
心。黄允说：“在我看来，张志新是英雄，但也是女
人，所以，我不仅要写出英雄的铮铮铁骨，也要写

出她作为一个常人、一个女人的真情实感。”
&+世纪 %+年代，是中国电视剧第一个大规模

发展阶段。#$%+年全国电视剧产量达 #,#集，#$%*
年，则达到 #(++集。上海显示出如同过去“中国电
影之半壁江山”的势头，不仅产量多，还在连续剧、
单本剧、儿童剧、戏曲片等全方位开拓，这是当时
另两个电视剧生产重镇北京和广州无法企及的。

凭借黄允、孙雪萍、张雪村、黄海芹、黄蜀芹、
张戈、郭信玲、张弘、富敏、蔡永瑞、沙如荣等一批
艺术家们的努力，《上海屋檐下》《穷街》《家风》《陈
毅与刺客》《燕儿窝之夜》《家·春·秋》《大酒店》《上
海的早晨》《十六岁的花季》《围城》《小不点》《一个
盲人的心灵》《西园记》《璇子》等体裁、题材和艺术
风格各异的精品力作迭出，“上海制造”品牌不仅
为中国电视剧留下了经典作品，为中国电视剧事
业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 ! ! ! #$%)年 #&月，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炸响了一声
惊雷。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
名剧《等待戈多》由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导演
理论进修班师生首次搬上中国话剧舞台，在长江剧
场、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交通大学等处公演 %

场。这台戏的成功上演，是上海文艺界解放思想、突
破禁区、走向国际化所结出的一个硕果，也是改革
开放大潮向戏剧文化领域的一次猛烈冲击。
《等待戈多》主题是深刻的：“希望迟迟不来，苦

死了等的人。”陈加林老师把它处理成一出闹悲剧，
在演出风格上忠实于原作，保持“黑色幽默”的基调。
演员大多有扎实的传统戏曲的基本功，四个主要演
员在台上翻滚跌扑，增加了这出枯燥无味、无“戏”可
看的戏的观赏性，增加了荒诞派戏剧夸张手法的表
现力，也发挥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色。《等待戈多》公
演是中国戏剧界的“破冰之旅”，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尝试。此后，《秃头歌女》《犀牛》《椅子》《剧终》等荒
诞派戏剧剧目，陆续在北京、上海上演。以探索性、实

验性、先锋性为目的的小剧场戏剧、贫困戏剧、残酷
戏剧、环境戏剧、论坛戏剧、沉浸式戏剧等多元样式
的戏剧，也一一登上中国剧坛。
其实，上海戏剧学院对于荒诞派戏剧的关注，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年、#$%+年就已经开始。
戏剧界的思想解放，是从“东张西望”开始的。#$*%

年，我国有一个高级别的戏剧代表团访问法国，对
方招待观摩《秃头歌女》，看完了，大家都不说话，因
为实在看不懂，郁闷了两三天。#$*$年，上戏师生
出于对荒诞派戏剧的好奇，曾请戏文系主任魏照风
老师的研究生、美国留学生贝白菫排一部荒诞派戏
剧来看看。她选了美国戏剧家阿尔比的《动物园的
故事》翻译成中文，请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娄际成、施
锡来担纲出演。

尽管纯粹的荒诞派戏剧创作由于其内涵晦涩
费解和表述形式无厘头，现已衰落，但是三十多年
前上海戏剧工作者率先引进荒诞派戏剧所表现出
的勇气和做出的努力，值得回忆和纪念。

一台!不像话剧"的话剧 ! 李胜英

上京大胆排!曹杨"

! 沈鸿鑫
人生转机从金色 大厅开始

! 简平

#阁楼$里听!啰嗦"

! 毛时安

电视剧有了!上海制造"

! 王琪森

让人哭红双眼的荧屏力作 ! 俞亮鑫

曾经!饥饿" 的音乐人

一套书为海派文化构建体系
! ! ! ! &++)年初春的一天，时任上海大学海
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伦新先生前来找
我，向我吐露了想要出版海派文化书籍的
愿望。这正与我不谋而合。关于图书的文体
和文风，我们一致认为，此书系拟以“大文
化散文”的样式较为合适，既有一定的文化
含量，又有较强的阅读愉悦；同时，既要有
生动翔实的文字，又应有珍贵精美的图片，
图文并茂，符合当下的阅读习惯和趋势；基
于此，“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
无疑是最佳作者人选。

关于“丛书”的规模，应以整合海派文

化所涉各领域为依据，以此作为整套丛书
的框架。我们组织了既有权威人士又有普
通市民参加的各类座谈会，在听取了方方
面面的意见后，又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终
于初拟了分类书目，其中包括海派书画、海
派文学、海派音乐、海派电影、海派滑稽、海
派建筑等，共约 ,+余种。

至于“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时间，因
当时举国上下、尤其是上海的全体市民正
在积极筹备将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参观者都将云集上海———这
无疑是让全国、全世界了解上海、了解海派

文化的绝佳机会！因此，我们决定全力以赴，
在世博会前完成全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任
务，作为我们向世博会送上的一份礼物。

为了使“海派文化丛书”的立意更高，每
一卷的分类更加科学，我们特邀王元化、徐
中玉、钱谷融等专家学者担纲丛书的顾问；
又请陈钢、邓伟志、程乃珊、王汝刚、钱乃荣
等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作为撰稿人；同

时，我又从出版社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
编辑班子。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卷本的
“海派文化丛书”终于如期出版。

丛书在世博会现场整体亮相后，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与好评。诚如业内一位资深人士
所言：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海派文化构建了
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图书界的某
些空白，具有非同寻常的出版意义。

! ! ! ! #$$$年，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举办，
这对于进入改革发展快车道的上海来说是件大好事。
斯年六月，艺术节开幕式演出方案确定———以

上海歌舞团服饰舞蹈表演《金舞银饰》为蓝本，打造
一版全新的演出，以展现上海的文化实力以及改革
开放以来上海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原版《金舞银
饰》初创于 #$%*年，冲破思想禁锢，将国际面孔的
“表演秀”引入当时举步维艰的中国舞蹈业，以艺术
跨界争取市场份额，为其开辟了一条生存发展之路，
同时也领风气之先，为中国文化国际化表达做出了
成功范例。十数年间演出了 %++余场。可以说，《金舞
银饰》是上海艺术领域顺应改革洪流，解放艺术观
念、释放艺术创新能力的产物。选择这样一部作品作
为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显然有其特殊
含义，通过艺术这一窗口，它将展现上海开放的理

念、国际化视野以及致力于改革的信念。
待案头完成、人员齐集，进入到落地排练阶段，

离艺术节开幕仅有四十天时间。好在上海确有这样
一支队伍，拉得出，打得响，对艺术抱着极为严谨严
肃的态度，保证了在完成国家任务时，政令畅通、和
谐稳定、节俭高效。《金舞银饰》并非一场快餐大
“秀”，作为一部经过精心提炼的艺术佳作，规模缩
减后的“巡演版”，在诸多国际文化交流和重要国际
会议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年 *月，国际
展览局 #,#次成员国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代表团
在此次会议上作“申博”陈述。《金舞银饰》随中国代
表团赴法，在著名的香榭丽舍大剧院公演，巴黎电
视台和法国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向与会各国及法
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发展理念，为中国
成功“申博”立下了汗马功劳。

! ! ! !留守，是当下农村的一个现象。男人为了谋生
到城里打工，于是有了“留守家庭”；如果夫妻双双
外出，年迈的父母就成了“留守老人”；最让人揪心
的，是每到年关倚门而盼的“留守儿童”。“留守”成
为一个社会热词，其发端在城市，具体说，在上海。

#$$#年初，当时我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
艺术室主任，一个名为《留守女士》剧本辗转到了
我的手中。之前，我只知抗日战争时大后方有“八
路军留守处”，看了剧本，我被吸引，被打动，让我
对在上世纪 %+年代以后的出国潮背景下，出走和
留守之间的感情撕裂，有了强烈震撼。

剧本作者是时任上海文联秘书长的乐美勤。
用“留守”这个词凝练出一种生存状态，并以此体
现在文艺作品中，他无疑是率先的。在文联组织的
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戏所写的留守故事乃
至这个剧名本身，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印痕的。后
来，乐美勤把《留守女士》给了上海人艺。

时任人艺副院长的俞洛生不仅喜欢这个剧
本，而且亲自导演，并以小剧场样式推上舞台。他

把戏的风格定位于“沙龙戏剧”，让观众随意参与，
并要求演员的表演真实、质朴，不露痕迹。饰演男
女主角的奚美娟和吕凉出色地体现了导演意图。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不仅场场满座，而且需要提前
一个多月才能买到票，这在话剧还不太景气的上
世纪 $+年代初实在是罕见的。

这个戏以及后来的同名电影之所以风靡一
时，根本原因还是剧本戳中了时代的痛点。经历了
浩劫而又困于物质匮乏的国人，以为出国就能改
变命运。虽然一时间“我们的同胞遍天下”，但大部
分在异国成了端盘子、洗车子的“下等公民”，空有
满腔抱负，却落得无地自容。对恋人曾经的许诺成
了一纸空文，重逢的向往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泡影
……乐美勤敏锐地察觉了这个痛点，这是民族之
痛，时代之痛，他怀着悲天悯人之心写下了这个带
有泪痕的作品。

历史翻篇了。《留守女士》确实在历史上留下
了印痕。而“留守”也有了更为宽泛的涵盖，成了时
下社会的一个热词。

好一场#金舞银饰$

! 桂国强

剧名成了社会热词 ! 李守成

! 方家骏

! 沈次农

风生水起逐浪高。话剧、戏曲、出版、电影、电视、音乐、
舞蹈、文艺节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时代礼赞，为平凡人
歌唱，上海文艺界创作繁荣、评论兴盛。

不久前，上海评协邀请沪上文学、戏剧、音舞、影视、美术
等领域的三十多位评论家，以“这四十年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作品”为题，品文艺之成果，感文运之变化，本刊特采撷精彩片
段，以期窥一斑见全豹，展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壮
丽图景。

回味四十年来文艺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历程，上海文艺
创作将继续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而努力。

编者
按

“这四十年，我最难忘的一部作品”
上海文艺评论家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