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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汇文 体

! ! ! !作为第四届上海国际喜剧节
原创剧目，金炜亲子脱口秀《潮童
家长会》昨首次与观众会面。

电视荧幕上的“眼镜哥哥”第
一次走上舞台，吸引了众多年轻的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剧场，听他
讲几句掏心窝的话。要知道，金炜
家里也有个上三年级的儿子，他也
在一个家长群里“潜水”，台下家长
经历着的烦恼，他都知道。

一个半小时
有一次开会，金炜偶遇喻荣军

（上海国际喜剧节总监）。喻荣军说
他家的孩子是眼镜哥哥的忠实粉
丝，他也经常陪着一起看电视，听
眼镜哥哥在《潮童天下》里讲儿童
教育问题。他对金炜说，“这是现在
社会的焦点话题，不如一起联手做
一个舞台作品。”金炜说，“好啊！”
“没有想到这么累！”金炜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每
天排练 !个小时，这完全是在拼体

力。”录电视节目，"#个小时对金炜
都是家常便饭，中间可以休息，错了
可以重来，而且有小朋友可以互动。
“舞台上要一气呵成，脱口秀嘛，靠
我一个人说！”金炜说，还好演出前
一天做了一场预演，台下一百多位
家长给了他掌声和鼓励，让他和团
队提升了信心。
这么拼，是因为金炜说在做电

视节目的时候，问过一个孩子喜不
喜欢上小学，女孩说喜欢，“一般而
言小学会比较辛苦，我很好奇为什
么她会喜欢。”女孩说：“那样我就可
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了。”后来金
炜才知道，这个女孩每天都在补习
班里度过，年复一年。所以，整台脱
口秀旨在减轻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和
孩子们的成长压力，甚至有几个视
频是催泪的。金炜说：“我们想告诉

家长，教育没有标准答案，‘陪伴’和
‘爱’才是最重要的主题。不要为了
挣钱放弃陪伴自己的孩子，等你挣
到了钱，或许一回头，孩子已经长大
了，那些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光，是
金钱无法买来的。”

三部分内容
整台脱口秀的内容分为三个部

分，一部分是讲爸爸的形象，严父
型、兄弟型、还有隐形……金炜说，
“爸爸一直都是孩子心中英雄的形
象，不要让孩子只知道你在王者荣耀
里很厉害！”一部分讲的是妈妈形象，
啰嗦型、纠结型、自以为成功型……
“妈妈都是爱孩子的，只是表现的方
式不同而已。”
比较有趣的是第三部分，讲的

是家长群的故事，譬如家长群里各

种“鄙视链”，从公立私立学校之间
的互相鄙视，到动画片之间的各种
鄙视，“我想告诉家长，家长之间互
相鄙视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回避
它，但不要摆在孩子面前，这还会让
孩子之间从小有了这样攀比的心
理，这应该不是家长教育的初衷。”
金炜说。
尽管话是讲给家长听的，但为

了让现场的小朋友坐得住，舞台上
还请来了方野哥哥，隔一会就和小
朋友来个互动，也给家长们一点思
考的空间。

有个家长群
之所以对家长群的故事了如指

掌，是因为金炜家里也有个三年级
的儿子，“在这个舞台上，我不想去
指导什么，而是真诚地以一个孩子

家长的身份，来与各位爸爸妈妈进
行沟通和探讨。”金炜说，“我也加入
了家长群，不过，我一直处于潜水状
态，从来不讲话，但里面的故事，其
实和每个群里都差不多。”
“我从来没有让我的孩子参加

过补习班，他是真正零起点上的小
学。”金炜说，“他只要功课认真做
完，就可以玩 $%&'，我不觉得游戏都
是坏的，从游戏里面也能学到很多，
变得聪明。他成绩一样也不错啊！”
每一年，金炜都会带上全家出

去旅行，每次回来就把照片整理排
版做成照片册，作为礼物送给儿子。
“我只要不出差，每天都去接送儿
子，我很享受。”金炜说。
所以，舞台上的那些话，“眼镜

哥哥”绝不是随便说说的。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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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耗时 "(年的故宫文物南迁之旅，在战
火中保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结晶，
延续至今的是保护国宝的坚定与担当。昨
晚，由故宫博物院原创的话剧《海棠依旧》在
上海文化广场首演，可贵的是，这部波澜曲
折的故宫动荡史，从主创到演员，全部来自
故宫博物院各个岗位的一线职工。

历史上，上海正是这场文物南迁之途首
个目的地。故宫方面表示，距剧场不远处，便
是当年位于法租界亚尔培路的故宫驻沪办
事处，此番来到上海演出，于故宫人而言，更
像一场“省亲”。他们期待在这片前辈驻足过
的土地上，以故事还原史实，怀着敬畏的心
去复苏这段“被遗忘、被忽略，却延续了民族
文化根脉的历史”。

老故宫人
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碰撞
")**年，为防止故宫文物在战火中损

毁，故宫人顶着舆论压力，将
万余箱文物迁移

出北平。在这条困难重重的险途上，他们离
炸弹很近，离死亡也很近，护宝者们经历生
离死别，辗转上万里、守护万余箱文物完璧
归赵，创造出了被誉为“人类精神文明史奇
迹”的壮举。
《海棠依旧》聚焦于 !# 年前的故宫人，

从故纸堆的资料中抽丝剥茧，将他们还原于
舞台上。近两小时的《海棠依旧》三幕戏，分
别选取了 ")**年南迁起运前夕、")++ 年抗
战胜利前夕，以及 ")+!年首批古物迁台三
个重要的节点，展现了文物南迁历程中护宝
人顾紫宸一家的三次选择和诀别。剧中，一
路守护国宝、随文物颠沛流离的顾紫宸给妻
子、父母和儿子寄去三封家书，对象有别，却
都是离别之语。编剧王戈表示，三封家书对
应了杜甫笔下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
别》，这恰是暗夜中这些文明火种守护者不
得不面对的命运，是一种时代与个人的碰
撞，使命与宿命的缠裹。

剧终，大银幕上一幅幅影像从黑暗中显
现出来———")+,年春，经过抗战洗礼，完成
使命的故宫同仁带着家属聚首重庆组织了

一次修禊雅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劫后重生的喜悦，然而有

些人却终其一生都没
能回家。

新故宫人
非专业演员的专业情感
《海棠依旧》的编剧王戈是故宫展览部

副主任，男女主角分别在故宫保卫处和宣教
科工作，其他演员中有修复青铜器的、有负
责修缮古建筑的、有故宫医务室的、有负责
后勤保障工作的，还有从事杂志编辑出版工
作的。对于外人而言，文华殿、宝蕴楼是符号
般的存在，而对于这些居于斯守于斯的年轻
故宫人，却是朝夕相处之处，“择一事而终一
生”，这让他们有着专业演员无法体会的情
感，没有人比他们更“专业”。

来到上海，这些故宫人指着剧中的道具
说，箱子上面的“寓”字便来自“沪上寓公”几
字，这是故宫人给南迁文物的编号。

文华殿前盛开的海棠花，是故宫最美丽
的生命意象。王戈回忆起文物南迁总负责
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笔下的诗：“尤闻
侦骑密，未许寄书频。记取海棠发，同看北国
春。”他说，这首诗马衡院长写于南迁途中，
记述着老一代故宫人最真实的悲欢，只是生
离死别时，他们仍有信仰，那些古物所代表
的中华文化便是他们的寄托，文华殿前的海
棠花，便是故宫人最好的慰藉和念想。

当《海棠依旧》在文物南迁的起点之一
故宫宝蕴楼进行实景演出时，王戈发现，“海
棠花每年只在 -月开放，)月里演出之际，我
却发现，有一朵花静悄悄地盛开了，仿佛是老
一辈故宫人的佑护与鼓励。”这些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年轻故宫人与前辈一样，倾其一生完
成对文物国宝的长情告白。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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