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话剧大赛评委! 现代戏剧谷艺术总监

荣广润 !"台决赛参赛剧目反映出非常明
显的特点———题材丰富、样式创新。这些剧
目有完全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有描写上海
本土历史名人以及当代模范人物的，有以
老年人退休生活为素材的，也有年轻人富
有想象力与创新精神的实验作品，呈现出
有声有色、不拘一格的缤纷画面。

戏曲大赛评委!市剧协秘书长沈伟民

参加决赛的 #$支队伍分 #个剧种，加上曲
艺一起角逐，充分体现了上海戏曲的多元
化。京、昆、越剧在市区流传较广，盛行于徐
汇、静安、黄浦等区。郊区浓郁的乡土气息，
是地方剧传承的沃土。沪剧发源于上海农
村本土，现在浦东、松江、青浦、闵行、宝山、
崇明等地广受欢迎，群众团队很多。嘉定的
锡剧、杨浦的扬剧和普陀、杨浦的淮剧都在
这次戏曲大赛上展现了“外来”戏曲群众团
队的风采。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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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
光）戏剧，从殿堂里的
小众艺术，走向了市民
日常生活。这要归功于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
戏剧（小品! 曲艺!话

剧）大赛对戏剧艺术的
大力推广。昨天，作为
“十大赛事”中唯一一
项融合 ! 种艺术门类
的戏剧大赛颁奖仪式，
在静安 %""秀举行。

市文广局局长胡
劲军宣布大赛“优秀团
队”的获奖名单；静安
区副区长夏以群说，
“当文化从市民自身需
求出发时，文化就有了
价值。”戏剧大赛就此
划上圆满句号。

由现代戏剧谷承办的本次颁奖仪式，
围绕“市民话剧：爱上海的理由”这一主题
展开了一台别出心裁的“四幕话剧”———

! 第一幕 奏响充满市井烟火气的

"锅碗瓢盆交响曲#$

! 第二幕 "爱上海#由 !"名获得"优

秀团队奖#的市民剧团代表共同完成%展现

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上海城市景象$

! 第三幕 "上海故事#来自于获得本

届市民话剧大赛"优秀团队奖#!"最具人气

市民话剧#和"最佳女演员#三大奖项的剧

目%由静安区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创作的

短剧&柏阿姨的上班路上'%为观众呈现出

一幅接地气的上海世俗风情画$

! 第四幕 "永不落幕#则来自今年上

海热演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

次'的结尾段落( 音乐!舞蹈!话剧%多种艺

术形式相互融汇%普通市民!专业演员同台

献演%颁奖仪式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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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品属于戏剧，相声属于曲艺，而带来
这出精彩小品表演的北站街道田耘曲艺队
原本却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相声社团。

一些曲艺、话剧团队跨界演小品，为
小品带来更多其他艺术元素。闸北区田耘
曲艺队以相声而闻名，他们在相声中融入
表演，为自己的小品增添了更多的语言魅
力。上海滑稽笑朋友工作室则将滑稽剧元
素引入小品，令小品充满了海派幽默；黄
浦区外滩街道诗歌社则运用话剧中的荒

诞、并辅以三簧，为小品增加了新色彩，令
人耳目一新。
而取材于电影，成型于话剧的作品也不

在少数。黄浦区上海诗剧社的《泰坦尼克号
的故事》与杨浦区四平街道同济大学壹零话
剧社的《鸠占鹊巢》的创意分别来自电影《泰
坦尼克号》和《乌鸦与麻雀》。而硬座车厢中
文即兴喜剧团的《中文即兴喜剧》、白领驿家
“壹个剧社”的《壹个朋友》等则尝试以“观演
互动”、“即兴创作”的创新形式为广大市民
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剧场体验。

本报记者 朱 光

! ! ! !大赛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入戏”———
! 崇明县竖新镇群乐文艺团队%让农

民放下锄头%走上舞台%以&把关'演绎廉洁

村支部书记拒收礼的故事$

! 上海申通集团的&一呼柏应'由男职

工反串柏阿姨将地铁不文明现象以搞笑的

形式展现给观众$

! 中国剧协上海*虹口+小戏小品创作

基地则通过&拉链夫妻'批评了当下为逃税

而离婚的社会热点$

! 劳改释放人员万某某以亲身经历写

出了小品&男保姆'# 以表达对社会关爱的感

动) 他在舞台上声泪俱下地说"大伯大婶们#

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时%观众无不动容。
话剧原创力从生活中撷取灵感，尤其是

反映都市白领工作与生活的作品占据了决
赛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静安区文化馆戏剧
小谷的原创白领心理剧《抹杀》、浦东新区星
乐原话剧社的《人生嘉年华》、徐汇区左右手
话剧社的《徐家汇公园》等。! ! ! !【"社戏凌云#剧社】徐汇区“社戏凌云”剧社

&"岁高龄的楼组长盛阿姨本色出演《心门》中的
楼组长，带着自己的宠物狗成功说服 '%岁的范
东平扮演的张伯伯走出家门。而那只充满童真和
情趣的宠物狗则由区人大代表卫华扮演。
【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中福会少年

宫小伙伴艺术团年龄仅 '岁至 ()岁的孩子们，上
演了一场与少年雷锋跨时空交流的儿童剧《我要
当标兵》，教会孩子如何去学雷锋。
【二十多位中外居民】话剧大赛决赛中，)至

%*岁的全年龄人群演绎了自创的《上海的态度》，
得分却垫底。但这些分别为社区居民、白领、外来
务工者、电视台主持人、回族同胞、德国摄影师等
二十多名普通市民倒并不气馁。他们表示“如果
以后还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报名参加”。

1.演身边事

2.针砭时弊

3.跨界创新

! ! ! !! 中国剧协上海"虹口#小戏小品创作

基地 全国得奖大户

婚姻不是儿戏，假戏成真悔不当初———
小品《拉链夫妻》得到评委和观众的一致称
赞。近年来，仅虹口文化艺术馆就先后创作作
品七十多个，有 $$个获全国、华东地区和市
级奖项。*+"&年，中国剧协与虹口文化艺术
馆合作设立了中国剧协上海虹口小戏小品创
作基地。而带来《拉链夫妻》的正是这支团队。
其负责人俞志清目睹铺天盖地的全国选秀节
目，创作了《寻找男子汉》。该小品还被央视
*""%年元旦晚会录用，为近 ,"年来上海小品

走向全国开创了先例。
! 南桥戏剧社 翻演经典 注重原创

扎根于奉贤区的南桥剧社由一群志同道
合、热爱舞台表演的年轻人组成。从组社开始，
他们就自发进行基本功训练。大家通过戏剧，
找到了人生定位。!年来，他们从翻演经典开
始，逐渐走向原创。早年演绎的《青春禁忌游戏》
《最后一个情圣》等均是对戏剧表演要求较高
的成熟剧目。此次，他们亮出了《老宅情深》，关
注现实题材，从老人的老宅面临拆迁，女儿带
回个假丈夫为了把户口迁回老宅开始……

! 长白社区扬剧队 寻觅知音 坚守传统

发源于扬州，成长于上海的扬州小调，在
长白社区拥有一位传承人———徐少华。他 )

岁登台，曾受梅兰芳指点。为了不让扬州小调
这门非遗项目失传，哪怕年逾八旬，却始终活
跃在舞台。他带领的长白社区扬剧队，已经先
后出版 '张 -.-，并吸纳了一批戏迷。

! 乡音戏曲沙龙 创新走出"活路#

曾在文工团登台的戏曲高手，擅长演出
沪剧、越剧、锡剧等剧种的乡音戏曲沙龙，扎
根于嘉定区徐行镇。他们拥有可容纳 !++人
的独立场所，还能吸引周边罗店、罗泾、松江
等地的戏迷赶来观赏，拥有戏迷近千人，迄今
为止已为观众免费演出 *++余场。

与其他团队比，他们更年轻，平均年龄为
$%岁。而且，他们更善于创新。在 *+,+年世博
年，他们用锡剧表演唱《世博会上友谊花》，获
得第三届上海市科普艺术展演活动二等奖；
创编的锡剧小戏《兄弟分家》获“欢乐世博年”
*+,+年嘉定区社区文化展演月优秀表演奖。

! 故事大王黄震良 不讲股市讲故事

安亭故事团团长黄震良，是沪书传承人，
拜了上海故事协会会长黄宣林为师后正式学
习讲故事。

他去某社区讲故事时适逢全国股市一片
大好，负责会场服务的阿姨笑着问：“你们今
天讲股市，不知道对最近的行情怎么看？”“讲
故事”被当成了“讲股市”，看来全场听众误会
了。黄震良赶紧解释，坐得满满当当的会场内
一片骚动，众人准备起身离席。黄震良见势不
妙，当即讲了个炒股故事，以一名炒股的朋友
为原型，将人生形象生动地喻为“股市”，讲得
令人捧腹大笑。 本报记者 朱光

文艺团队“百花齐放”

本次戏剧大赛融合了3种艺术门类，小品、曲艺、话剧大赛4月起连番启动，虹口、嘉定和静安三个区举手分别申办；近日三项大赛纷纷进行决赛和颁奖。虽然三者形式各异，但都是百姓的民生表达，并具备以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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