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汤 杰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

文体新闻 15文娱!广告

! ! ! !新民晚报市民读书会第十八场暨“壮丽
!"年系列”活动，昨天在普陀区图书馆举办。
党史专家、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
建刚关于“新上海 !"年：图像记忆”的讲座，
吸引了众多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改革

开放的前沿窗口。#$%$年 &月，上海解放，上
海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回眸 !"年，历程艰
辛探索，记忆精彩纷呈，今年 &月，中共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上海相册 !"年 !"个
瞬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
时间为线、图像为点，历史老照片串起诸多历
史细节与市民生活千姿百态。

为了此次活动，徐建刚精选 !"张具有史
料价值的照片，讲座包括 '$%$年四个不同人
群在上海的历史记录、“火红年代”、改革开放
新时期等三个部分。徐建刚说：“《上海相册》
这本书是我们查阅了几千张图片遴选出来
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照片有很多是书中没
有涵盖的，选取部分重要的历史瞬间，梳理、
回顾 !"年上海一路走来的光辉足迹。”

读书会特设互动环节。主讲人根据讲座内
容提出三个问题：上海郊区十个县哪一年划归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在 '$$"年的几月？上海世
博会是哪一年举办的？每个问题刚一提出，读
者便纷纷举手，有的读者索性站起来脱口而
出，抢答之热烈也成为市民读书会之最。
市民读书会始于 ("')年，是新民晚报开

门办报理念的体现。此次活动由新民晚报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普陀区文化和旅游
局、上海市民文化协会承办。本报记者 郭影

! ! ! !洗衣服、吃老酒、晒干货，舞台上的兰珍、
乌苏头和招娣演绎着石库门里平凡的家长里
短；一块布头一拉，客堂间就能变成两个卧
室，于国庆一家三口也有了容身之处；从亭子
间、地铺到楼房再到石库门改造回迁，弄堂见
证着改革浪潮下焕然一新的生活。今晚，上海
滑稽剧团原创滑稽戏《弄堂里向》将在美琪大
戏院开启 %场预首演。
滑稽戏，是上海土生土长的戏剧艺术；弄

堂，是上海独具风味的特色建筑，两种极具代
表性的海派文化相交融，迸发出《弄堂里向》
的创作灵感。其通过原汁、原味、原创的海派
滑稽喜剧，讲述了一条老上海弄堂永乐里的
几户普通人家，几经时代变迁的经历与人情
冷暖，唤起观众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怀。
故事以一场弄堂生活的群戏展开，钱程饰

演的主人公于国庆的一生是贯穿全剧的主线，
他在弄堂里跌跌撞撞，和千千万万个住在弄堂
里的上海人一样，经历了挫折与磨难，仍坚定
地为理想拼搏奋斗。每个配角甚至龙套身上也
都包含着时代的缩影，陈思清饰演的兰珍，经
历下岗潮，随着“%"&"”工程的开展从纺嫂变身
空嫂；大家住的时候天天想着怎么搬出去，真
要拆了又舍不得，上海的旧里改造从“拆改留”

到“留改拆”有了柔性化转型，永乐里等一大批
老弄堂得以保留，一批居民也重新回到这里，
继续他们依依不舍的弄堂生活。
相比上滑此前几部原创作品，《弄堂里向》

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加入大量滑稽戏和戏曲的
唱腔曲牌，青年作曲家曹勤升的加入，使传统
的滑稽曲调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陈思清演
唱主题曲将老上海的浓浓韵味娓娓道来。
当舞台换景时，观众会发现，舞美设计唐

琦采用了滑稽戏里罕见的 *)+!转台加框架
结构。两面是群戏场面的弄堂小巷、一面是于
国庆的屋里厢，还有一面是于国庆工作的房
管所。'比 '的石库门实景再现，让观众清晰
地看到老上海石库门独有的格局：亭子间、灶
披间、阁楼、晒台、老虎窗……

'$,%年至 ("'$年这个时间跨度中，各
个年代的流行元素和时尚标签也一览无余：
线衫线裤、喇叭裤、回力鞋、卷发筒、凉拖鞋、
尼龙袜……就连剧组人员都不禁回忆起自己
当年的时尚穿搭。舞台的道具也无一不体现
着主创团队的精心，随着年代推移，墙上的挂
钟、床上的床单、桌上的水杯都会进行更换。
道具师王斌实地走访弄堂居民，办公桌上的
文件夹、钢笔和贴着速溶咖啡贴纸的茶杯，以
及热水壶、印花搪瓷痰盂、樟木箱、永久牌自行
车等，都是他花费心思收来的老物件。

本报记者 赵玥

讲阿拉故事
展弄堂风情
上滑新戏!弄堂里向"今首演

党史专家图说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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