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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装很难挣钱
在剧装厂位于苏州郊区简陋

的厂区里，记者注意到大部分工作
人员年纪都已不轻，本地人居多。
李荣森告诉记者，他们在市中心还
有一个老厂，之所以新厂要搬到郊
区，是因为在当地招工费用可以低
一点，厂房等的开销也比市区低不
少。李荣森说，他们厂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就承接了 !"版《红楼梦》、老版
《水浒》等电视剧的服装制作，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厂里制作的影视剧服
装数量甚至一度超过戏曲服装，现
在还会有韩国的古装影视剧来订服

装。李荣森坦言，如果要挣钱，戏曲
服装最好不做，或者大规模缩减，留
#$人左右制作戏曲服装，那些不赚
钱的品种都不做。不过作为剧装戏
具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李荣森说自己有一份责任和义
务把剧装戏具制作这门传统的工
艺传承下去。

绣娘严重老化
近年厂里制作戏曲服装的比

例又高了起来，有时甚至来不及
做。但销量是一回事，因为成本太
高制作戏装依然不是赚钱的事。李
荣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

一个老师傅一年的工资基本上是
一件蟒袍的价格，现在一件蟒袍的
基本售价在六七千元，而以一个工
人来计算需费时近 %个月，在这种
情况下绣娘的工资自然不可能高。
不少绣戏装的绣娘一天的收入不
过二三十元至五十元，一个月 &$$$

元收入的绣娘基本是一天绣 '$个
小时、&%(天天在绣。李荣森直言，
绣戏装的绣娘收入确实低，低到自
己都不太好意思的程度。

两头都在叫苦
戏装曾经是一个戏班最主要

的财产，名角儿更是有各种考究的

行头。但如今剧团制作一个新戏时
戏装只占其成本很少的一部分，其
他如请名编剧名导演、制作复杂的
舞美布景等可能花费更多。而另一
方面，传统戏曲服装是固定的，一
套好的行头用上十年二十年都不
是什么特别的事，甚至可以父传
子、师传徒。但现在新编戏的服装
几乎都是唯一的，这个戏用完了就
再也没用了，这也决定了如今的戏
装难以像当年那样考究。在剧装戏
具厂，记者也看到了一些绣工十分
考究的作品，李荣森说，若绣制精
细，用一根丝线的十六分之一来绣
制一方小小的“补子”，售价可能要
十万元，但现在恐怕很少有剧团和
演员会去制作这样的东西了。
于是现在的戏装制作就出现

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
剧团为了制作戏装难而“叹苦
经”———上海京剧院副院长曾祖德
就告诉记者，他们曾在苏州剧装戏
具厂订制一批数量较大的传统戏
装，等了两三年才做齐。而上海昆
剧团也有为新戏制作戏装“求爷爷
告奶奶”的经历，到临近出发去中
国台湾地区前一天才拿到所有新
戏的服装。至于工艺上的精细，因
为价格的关系自然也就很难要求
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一个绣娘费时近六个月
一件蟒袍售价仅六七千

“绣奶奶”撑起最后的戏装制作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导演陈薪伊 !"

年来首次回归小剧场，
执导“后浪·小剧场运
动第一季”参演剧目
《浮生记》，将于 !"日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上演。

该剧以两对男女
穿越 #""年时光隧道
的变幻组合，呈现出另
一种生命定义。该剧编
剧喻荣军认为这是一
部对英国戏剧大师哈
罗德·品特致敬的作
品，看似真实存在的事
物，其实贯穿着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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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上海文
化广场昨天宣布：音乐剧《剧院魅
影》将从今年 )#月上旬至明年 )月
底，举行沪上第二轮演出。*年前，
该剧曾在上海大剧院连演 )+)场，
成为本市跨年度盛大演事，此次重
返申城，将在文化广场公演 %$场，
本月 #(日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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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重返申城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见习记
者 陶禹舟）《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第
六期于故宫武英殿书画馆正式开
展。此次展出的藏品汇集晋、唐、宋、
元、明、清的众多经典书画作品。其
中不乏“国宝”的书画精品，而北宋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首次将全
卷完整地呈现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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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全卷呈现

一件戏曲舞台上的蟒袍一个绣娘要绣
四个半月，加上前后各工序总共要费时近6
个月，售价一般在六七千元。一件靠以一个
工人计算需费时七个半月，售价一般也在万
元以内!!昨天，记者来到为上海戏曲院团
制作戏装的“后花园”苏州剧装戏具公司，听
负责人李荣森“叹苦经”———上世纪八十年
代为厂里绣戏装的绣娘队伍有近2万人，到
如今仅剩约800人，而且因为工资太低，现
在绣娘越来越老化，都是“绣奶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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