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朱光）曾经在
地铁里出没的“汤显祖”及其“夫人”，昨
晚登上了美琪大戏院的舞台，主演了上
海音乐学院制作的音乐剧《汤显祖》。这
台尽显中国风范的剧目，赢得年轻人的
欢迎，!场演出票都已售罄。
抚州是戏剧大师汤显祖故乡，今年也

是汤翁逝世 "##周年纪念。上音携手抚州
市联合出品的《汤显祖》在本月初，曾以片
段形式登陆人民广场地铁站，并登上 $%

号线的“汤显祖”专列。一对古装璧人穿越

至今，引发市民围观，也激发了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的追寻。购票主力都是年轻人。
上音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也是该剧的
词作者。他表示：“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打
造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剧目，好的艺术，就
应该让尽量多的人喜欢和传播。”
该剧在塑造汤显祖“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同时，从三方面展现出
中国风范。首先，剧本创作上，首次将视
角投向汤显祖的生平，借鉴汤翁以梦境
喻人生的手法，将他人生的重要时刻，

巧妙植入“临川四梦”。而一群玉茗堂戏
校毕业的学子在排演该剧的设计，使得
该剧具有穿越古今，叩问当下的现实意
义。其次，音乐制作上融合了“古风、戏
风、现代风”———既有昆曲、评弹、淮扬
戏、傩戏、宜黄戏，还融入了爵士乐、说
唱乐乃至迪斯科音乐等。&%首音乐曲
目由徐坚强教授作曲，同时兼具推进故
事情节、引发戏剧悬念的作用。第三，精
致唱词既融入古文戏文，也适当兼顾白
话文，注重博古通今的审美意象。

! ! ! !就像百老汇没法收尽外百老汇的精
彩，小小童书展也“装”不下期间童趣满
溢的活动。'%$(上海国际童书展正如火
如荼，而在童书展外，更多新鲜有趣的书
籍和脑洞大开的“玩法”正刷新着人们的
“阅读”概念。

!"让太阳系尽收眼底
在距离童书展会大约 $%分钟路程

的世博源必胜客餐厅，昨日下午，需结合
手机 )**运用 )+技术“阅读”的《科学
跑出来系列》让整个餐厅变成了“侏罗纪
公园”。展台上，巨大的霸王龙一路狂奔，
孩子们追着跑着看恐龙。在短暂的现场
演示后，聪明的孩子立刻就读懂了其中
奥妙，在记者身旁小男孩在“教”妈妈怎
么玩这书，他们手里是《科学跑出来系
列》之《太阳跑出来了》。先下载安装相关
)**程序，点击播放按钮后，现实世界就
同虚拟世界连接起来了，超高画质的 &,

动画页面配合手机自带摄像头功能，让
你眼前的画面顿时置身浩瀚银河，九大

行星就在你的头顶打转，工具栏里的按
钮对应不同的行星，还能加快或者减慢
它们绕行速度。计数器会告诉你，自观察
动画起，地球已经绕太阳几圈了。
而在“登月竞赛”和“月球基地”等环

节，读者还能“化身”宇航员进行太空探
索，“在月球行走”不再是梦想。配合这样
的“玩法”来了解太空知识，那些拗口的
专业术语就不再难以记忆。
除却掌握太空知识，记者发现，书中

还对未来可预期的行星变化做出解释。
身旁的小男孩正在教妹妹怎么操控巡航
小飞机观测火星表面的变化，他说：“让
我的飞机在火星巡逻，就好像这个星球
是我的，感觉太棒了。”

让你身临!小熊包子馆"

童书展仅限于世博展馆里的三天，
但童书的乐趣却满溢申城各个角落。在
莘庄有一座神奇的小别墅，地方虽然不
大，却是这个喧嚣城市里的“秘密花园”。
就像在魔法学校陪哈利·波特读书，在一

堆熊熊中间听蔡金萍极具画面感的声音
讲述那关于勇气和爱的故事，仿佛随着
呆萌的小熊包子共同经历了一段魔法之
旅。“情景式阅读”在此开启魔力。
出版不到一年的人气幻想儿童文学

作品《小熊包子系列》，销量突破 &#####

册，同时入选 '#-!年度“桂冠童书奖”，
荣获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
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读物的荣誉称
号，并积聚了一批忠诚的小熊粉。作者秦
文君告诉记者：“很多孩子极爱小熊包
子，我就想着要怎么能实现孩子的梦，于
是特别在小香咕阅读之家另辟一处搭建
‘小熊包子馆’。”

据悉，作为沪上首家公益性阅读会
所，自 '#--年成立以来，五岁的小香咕
阅读之家以“情境化阅读”的理念，运用
音乐、朗诵、表演，文学实景展示等情境
化的多元形式，成功举办过近百场文学
阅读的示范，但精心为一套文学书办主
题“小熊包子馆”，还属首次。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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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展”外刷新童趣
!!!走出书本让我们脑洞大开

走出地铁 登堂入室
上音制作音乐剧《汤显祖》登上美琪大戏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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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学生演剧，一直是中国话剧史
上推动话剧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近
年来，定期举办的中国校园戏剧节
逐渐成熟，吸引了诸多青年戏剧爱
好者，以及戏剧界专业人士和媒体
的目光。
今年的中国校园戏剧节在上海

的各个舞台上热闹开锣，从普通高
校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在专
业的学校里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
却用自己的作品赢得了观众们的惊
喜。相比专业演员来说，大学生对戏
剧的纯粹理解和倾心投入，折射出
社会对校园戏剧的影响，也带动了
戏剧的发展趋势，让人看到了未来
中国戏剧事业的无限可能。

原创戏剧展现独特思考

原创戏剧是校戏节中最为闪亮
的部分，它给了学生巨大的自由支
配空间，实现了创作者心中最原始
的对戏剧的热情，朴实又毫无功利
性。大学生在戏剧创作中表达自己
对社会、生活、人生以及对戏剧本体
的独特思考。例如上海戏剧学院的
原创话剧《不要担忧》，讲述了大学
生和留守儿童之间的动人故事，用
独特的表述方式，让观众体验真实
情感的魅力；北京大学的作品《元培
校长》，用独特的视角和充满情感的
讲述方式，缅怀蔡元培先生，整部剧
充斥着学生们对伟大人物的敬
仰之情；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的原生态音乐舞蹈剧《池哥
昼》，从白马藏族人传统的祭祀
活动中获得灵感，继承传统、大
胆创新，用恢弘的场景展现白马藏族人祭祀、征战、
爱情、劳作、欢庆等场景。
这些原创剧目中，包含着学生们对人生哲理的

冷静思考，对未来理想的热烈追求。风格各异、生动
活泼的剧作和演出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常常有巧思
奇想如电石火花般闪现，使人赞叹。

搬演话剧拉近距离

搬演话剧和名著改编，是近年来校园戏剧节参演剧目
的主要创作源泉，有些剧目将原著中的重要情节或人物进
行加工，提炼出精彩的对白；有些则刻意将时空颠倒，重构
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不少改编剧中充满着现代生活气息，
也有从原著中，在不失原作神韵的前提下注人自己的理
解。例如，武汉大学搬演《喜剧的忧伤》，复旦大学选送《查理
二世》，学生们稚拙、纯朴的表演毫无雕琢之感，“接地气”
地拉近了观众的心理距离，令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广东星海主推音乐剧的形式，足见如今的社会文化

对校园戏剧文化的影响力。这样的形式极大地活跃了大
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了大学生在舞台上自如、松
弛的表演能力，活跃了校园戏剧文化。 本报记者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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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校园戏剧的人都知道!学生演剧!从来都在中国

话剧史上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甚至一度成为推动中

国话剧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早些年!校园戏剧的举步维艰和观众寥寥!令不少

人痛心" 如今!校园戏剧正逐步回复到之前的辉煌!拥有

越来越多的观众!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仔细想来!戏剧本就是从青春#热血#情感中诞生!而

学生正是具备了这三种特性的主体"这样的渊源!使得如

今的校园戏剧不仅是业余人士的自娱自乐! 而且拥有了

更独立的探索姿态"

每一届的校园戏剧节! 都可以看作这种探索意义的

一次叠加" 希望不久的将来!校园戏剧能以更加自信#独

立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张艺

校园戏剧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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