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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爱听收音机的孩子，总会拆
开它看看里面是谁在说话；看过
舞台剧的孩子，最好奇的莫过于
台上那“巍峨的山”“流动的云”
“哗哗的雨”都是怎么“变”出来
的。《那山有片粉色的云》明天将
在马兰花剧场上演。昨天，剧组向
小观众们敞开大门举办开放日活
动，让他们走上舞美已搭建完成
的舞台，看着山河大川在眼前缓
缓“行”过，看白天和黑夜交替变
换，让他们在观剧的同时能进一
步走进彝族留守儿童的生活。

坐在台下看层层叠叠的山
峦，在灯光的变幻下显得神秘莫

测。可走上了舞台，才发现，“山
峦”的组成是数块山形的纸板，他
们被错落有致地倒挂在舞台上，
在灯光的巧妙作用下如幻如真。
前一刻还在山左边土坡上的小演
员，转眼就到了山的另一边。原来
小土坡是包装过的移动平台，它
底下暗藏着小轮可以随意推动。
来自江桥小学的徐婧怡直言：“走
上舞台，让我更加了解剧中留守
儿童的生活，也让我更加珍惜有
父母亲陪伴在身边的生活。”

编剧欧阳逸说，“爱与陪伴”
是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每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最为渴望的。中国

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创作《那山
有片粉色的云》，不仅是为了呈现
一个色彩斑斓的舞台和扣人心扉
的故事，更是藉此呼唤全社会对
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对这一社会问
题的深刻思考。

中福会导演蔡金萍强调道：
“要让小观众走进‘同龄’的留守
儿童的生活，就要让他们感同深
受地进入那个环境。”为在孩子们
的脑海中留下最真实的感受，剧
中所运用到的彝族特色服装和用
具，无论是颜色或图案，都经过考
证，进行了深挖与推敲。”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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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提及!敦煌"#大众本能联想就是

!飞天"# 那是莫高窟的名片# 也是

!"#"年上演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

雨%中的经典形象&以至于!敦煌飞天"

也成了百姓熟知的一个专有名词&

只是#$%年后# 敦煌题材在舞台

上是否能拓展'在十二艺节的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芭蕾舞剧$敦煌%#也看到

了上海沪剧院的沪剧$敦煌女儿%& 用

上海闲话唱出丝绸之路上的风沙与艰

辛# 是创新())但内在逻辑是敦煌女

儿樊锦诗是上海人# 而沪剧题材在切

中时代脉搏时也需要拓展丰富& 以上

海地方戏塑造上海一方水土哺育的上

海人#沪剧#最贴切*

樊锦诗+茅善玉#都是一生只做一

件事的上海人#一位驻守丝绸之路#一

位坚守沪剧舞台& 沪剧$敦煌女儿%让

两位上海女儿的声音# 都流转于敦煌

之路+丝绸之路#让这条路上的人们都

看到了敦煌# 看到了上海& 历史与当

下#人类与自然#艺术与现实#在沪剧

$敦煌女儿%的舞台上交汇#流动&

! ! ! !“上海沪剧院的敬业精神、工
匠精神和专业精神，叫我感动。”
昨天下午，坐高铁抵达上海的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第一
站就来到了上海沪剧院的排练
厅，为《敦煌女儿》剧组加油鼓劲。
!"日、!#日，经历新一轮打磨提
升的沪剧《敦煌女儿》将在美琪大
戏院上演，作为上海 !部参评作
品之一全力冲刺第十二届中国艺
术节“文华奖”。

相遇
樊锦诗到达沪剧院，车门一打

开，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赶忙将
她搀扶下车，一见面，樊锦诗就对
踩着高跟鞋、穿着米色绒帽针织衫
的茅善玉打趣道：“你今天穿得像
小姑娘。”《敦煌女儿》筹备了 $年，
樊锦诗与茅善玉相识也已 $年。

樊锦诗回忆起当时茅善玉向
她提起，想做一部讲述她人生故
事的沪剧。樊锦诗的第一反应是
觉得很奇怪，演这个干嘛？“虽然
我不懂戏，但我知道戏剧要有矛
盾冲突，我和老彭（樊锦诗丈夫）
也没闹过离婚，有什么可演的
呢？”其实，樊锦诗是有些担心，毕
竟茅善玉在她心里是大明星，是
角儿，怕这个戏做不好让茅善玉
“丢份儿”。

茅善玉却异常坚持，没有戏
剧冲突也要做，因为《敦煌女儿》
要展现的是一个剧种的人文高度

和精神厚度。事实证明她的坚持
是对的，首演至今 %&场了，其中
不乏远郊和校园的“赤膊舞台”。

相知
从确定搬上舞台，剧组到敦

煌前后 '次采风，两位女性也因
为这部剧有了一次又一次的交
集。大漠生活异常清苦，走出莫高
窟的洞穴，连下去的楼梯都没有，
只能靠西北的蜈蚣梯子攀爬，电
灯也没有，房子、桌子、凳子都是
土做的，想“方便”一下，要走很
远，一点儿都不方便。

樊锦诗坦言，敦煌的日子像
出家人一样，就靠沪剧、越剧和评
弹这样的乡音调剂。说起沪剧历
史和名家，她头头是道，甚至上海
话也讲得很地道。虽然出生在北
京，但她成长于上海，一直把上海
当成第一故乡，敦煌自然是当仁
不让的第二故乡。樊锦诗对茅善
玉说，其实一开始她不愿意留在
敦煌，可是大概是缘分和命运的

安排，就是走不掉。
一晃 %'年，她早已
把驻扎敦煌当成了
文物工作者的使命，
毫不后悔。像常书
鸿、段文杰那样的老
一辈敦煌人，初到敦
煌时也没想到一辈
子就“扎”在这里了。
但敦煌的魅力太大
了，这里就是一座艺

术的圣殿，有看不完的画、说不完
的故事、研究不完的课题，樊锦诗
也跟随前辈们的步伐，“两口子、
一辈子”，心甘情愿地把一生奉献
给敦煌。

相守
去年 %月 ((日，《敦煌女儿》

试首演前夕，茅善玉专程把樊锦
诗请到彩排现场观看，看得樊锦
诗几度落泪。茅善玉举手投足间
惟妙惟肖的演绎，让樊锦诗的小
孙子都冲着茅善玉喊“奶奶”。这
之后樊锦诗又看过 ) 场正式演
出，每一次呈现的面貌都让她感
叹越改越好，不仅剧本高度有了，
舞美也更美了。尤其是听说莫高
窟的数字化“重建”成果融入了布
景，搬上了舞台，樊锦诗非常高
兴。莫高窟花了 (&年才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才让以草泥
为基底画出的敦煌壁画真正变成
不褪色的艺术，只有台下的观众
亲眼所见，戏里的唱段才更具有
冲击力。
“大考”在即，《敦煌女儿》边

演边改的习惯却一直在持续，剧
组不仅一遍遍地排练，昨天下午
还集中观看了近期的演出录像，
各部门相互纠错，“照镜子”寻差
距、补不足。(%日，《敦煌女儿》还
将去江苏海安大剧院完成“大考”
前的最后一次全景版预演。樊锦
诗曾说：“敦煌不是某一个人的努
力，而是凝结了几代人的奋斗和
奉献。”《敦煌女儿》一路走来受益
于“敦煌人”坚守初心、矢志不移
的精神力量指引，也完成了沪剧
的一次升级转型。

茅善玉感慨地说，这 $年来，
沪剧从“小儿小女小情调”到“大
海大漠大事件”的格局转变。大家
对《敦煌女儿》的肯定背后，不论
是演员还是观众，都能感觉找回
了信仰。两位上海女儿，一起用上
海声音向世界亮出了上海的文化
名片。

本报记者 赵玥

“粉云”秘密 一次看够
留守儿童题材剧开放日活动有新意

上海闲话唱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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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一阵灵动的扬琴声在大世界的露
天舞台上响起，贵州黔剧院以戏曲表演《扇韵》为
十二艺节公益惠民演出拉开序幕。本届文华奖的
惠民演出将持续至 '月 #日，在上海大世界、中山
公园、火柴电竞馆 !个场地上演，!)场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演出全部免费向观众敞开大门，市民
可在十二艺节官网进行预约，不少热门演出已经
被一抢而空。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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