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新闻 15文娱
责任编辑/张坚明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8年1月2日/星期二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大大大师师师剧剧剧风风风靡靡靡沪沪沪上上上高高高校校校点点点亮亮亮师师师生生生心心心灵灵灵

! ! !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昵称“大鲸
鱼”）!"#$演出季日前启动，儿艺剧场总
经理梁晓霞公布了两个数字。第一个数
字是“%”。!&#'年，“大鲸鱼”专为特殊儿
童引进了英国 ()*+,,-./ 剧团的沉浸式
戏剧《可爱的农庄》和《暴风雨也不怕》，
每场仅服务 % 位观众，而这 % 位特殊小
观众的笑容，融化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另一个数字是“!#0#%”，在“大鲸鱼”《宝
贝，来看戏》系列中，已有 !#0#% 个小朋
友走进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大门，通过观
摩、互动、参与，认识了京剧、昆剧、川
剧、越剧等 $个传统剧种。

打开心灵之窗
戏剧到底有什么用？对普通孩子来

说，或许就是丰富肢体、陶冶情操、健全
人格。而对特殊儿童来说，它或许是一条
能直抵心灵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走进他
们的世界，帮助他们与身边最亲近的人
对话。

沉浸式戏剧《暴风雨也不怕》来沪
演出时的一段视频不禁让人泪目：小小
的剧场里只有 % 名观众，他们如嘉宾般
被围绕着，艺术家们循序渐进地打开了
他们的心扉。孩子们哭着进场，笑着离
场。一位父亲红着眼眶说：“以往我们带
孩子去剧场，总是‘压’着他，不准他大
声地笑，也不准他激动，以免影响别人，
引来诧异的目光。而这样的演出，却能

让特殊的孩子们沉浸其中，释放自己。”
视频中，一位母亲的话语让人印象深
刻：“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敢对他们放松
过。是你们让他们喘了口气！”

前不久，“大鲸鱼”举行了“海星之
愿”首届大师班，'& 多位学员在 ()*!

+,,-./剧团三位导师的引导下，学习用
戏剧的方式对特殊儿童进行艺术启发。
活动共筛选出 0 名中国演员，他们将参
与 ()*+,,-./剧团《可爱的农庄》的在沪
演出。今年，剧场还将引进《温柔的巨
人》，并尝试将《可爱的农庄》本土化，深
入社区街道、辅读学校。

领进戏曲大门
“大鲸鱼”不仅仅助外国经典剧目落

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也是
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年，“大鲸鱼”推出了全新原创系列《宝
贝，来看戏！》。两年来，京剧、川剧、昆剧、
沪剧、越剧、秦腔、黄梅戏、花鼓戏等轮番
上演，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是“生、
旦、净、丑”，什么叫“水磨腔”，什么是“折

子戏”，一颗戏剧的种子在小小的心田悄
悄种下。新的一年里，淮剧、评弹、豫剧和
河北梆子戏等更多地方剧种将继续登上
“大鲸鱼”的舞台。演出之外，“大鲸鱼”
还将策划一系列综合性的展演活动，融
舞台戏曲表演、展览展示、工作坊和“大
鲸鱼集市”为一体，全方位展现中国地
方戏曲的艺术魅力，让孩子认识戏曲、
享受戏曲。

除了传统戏剧，“大鲸鱼”还将推出
《宝贝爱中华》民族文化歌舞系列展演，
让孩子们在艺术的体验中领略少数民族
的风采。在首期蒙古族专场中，半开放的
蒙古包将“穿越”到“大鲸鱼”的大厅中，
而蒙古族特有的马头琴也会同时展出。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愚公移山、
嫦娥奔月……这些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
创世神话，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是
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今年，“大鲸
鱼”的舞台上还将上演一部由中国福利
会儿童艺术剧院原创的古典神话儿童剧
《中华创世神话系列———大禹治水》。

本报记者 朱渊

孩子们!看戏去"

!大鲸鱼"!"#$演出季剧目丰富

! 川剧演员为孩子们表演变脸

! 中文版!我要飞去月球"演出照

! ! ! !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交大医学院的
《清贫的牡丹———王振义》、复旦大学的《陈
望道》、东华大学的《钱宝钧》、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的《潘序伦》、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裘沛然》、上海理工大学的《刘湛恩》、上海
戏剧学院的《熊佛西》……近来，#&多部原
创“大师剧”引领着高校师生们走入大师的

精神世界，年轻学子们的心灵由此被点亮。

走进大师精神世界
复旦大学原创大师剧《陈望道》以《共产

党宣言》中译本首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
道为原型，于上月 $日晚在复旦大学上演。该
剧由 1&余名中文系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吸引
了 2&&多名师生观看。年轻人在创作和排演
大师剧的过程中，渐渐地走进了老校长的精
神世界，体味他终生追求的“革命初心”。
原创大师剧《钱学森》根据新中国“两弹

一星”元勋、交通大学 #013届校友钱学森的
传奇经历改编，该剧以钱学森赴美留学、毅
然归国、投身国防事业等重要历史事件为主
线，讴歌了他的爱国情怀与奉献精神。这部
大师剧已上演了 1&多场，不仅走出校园，走
向社会，还远赴北京、海南等地演出，观众数
以万计，并荣获中国校园戏剧节金奖，产生
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成为校园文化风景
“看一个剧可能比上一年课效果还好！”

这是许多师生观看大师剧后的共同感叹。近
年来，在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大力推动
下，演大师剧，看大师剧，已成为上海高校一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大师系列校园剧也已
成为标志性成果。
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孵化中心主任、上海

戏剧学院编剧学学科带头人陆军教授介绍
说，根据上海高校大师系列校园剧扶持计
划，大师剧有着“#"4”的合作模式，“#”即上
海戏剧学院，“4”是参与创作的各个高校。
由上戏派出专业师资前往各相关高校，指导
创作、参与编排大师剧。最近四五年，陆军与
孙祖平、孙惠柱、姚扣根等教授直接参与创
作了 #!部原创大师剧的剧本，他的学生们
也积极奔走于各大高校参与剧本创作。陆军
主编的《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孵化中心 #5#

剧作丛书》第一、二卷已问世。他说：“我的目
标是到 !&!&年创作完成 !&部大师剧。”问
他为何乐此不疲，陆教授说：“每个大师都拥
有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他们的为人、为师、
为官皆为楷模，从这些老校长、名家大师身
上体现出的优秀品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师剧是载体，目的是传承大师精神，强化
价值引领作用。”

学生爱进!第二课堂"

教书育人本来就是这些校长、大师们的
人生追求，而大师剧的创作排演，也成了学

生们接受文化熏陶的“第二课堂”。姚扣根编
剧的《清贫的牡丹》以王振义院士为原型，已
成为交大医学院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0&年前创办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
潘序伦是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他建校时就以
“立信”为校训，并始终倡导诚信文化。一些
同学在观看了《潘序伦》后表示，这部剧蕴含
着立信人的魂。
《钱宝钧》的编剧王濮等创作人员在采

访过程中曾多次流泪，他们被一个个反映钱
老高尚人格与美好情操的真实故事所打动。
该剧不仅生动演绎了中国化纤学科奠基人
钱宝钧的一生，还艺术地再现了他“胸怀家
国、献身科研、淡泊名利、培育后学”的感人
品格，讴歌了以钱宝钧为代表的一代大师
“不为一己求安乐，愿作别人嫁衣裳”的高尚
师德师风。该剧在全市教师节庆典活动上演
出后，受到了社会各方好评。
据悉，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贺绿汀、上

海体育学院武术大师蔡龙云、上海师范大学
前校长廖世承等的故事也将被搬上舞台。今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姜椿芳、华东
政法大学前校长雷经天、上海海洋大学前校
长朱元鼎等大师剧有望得到重点扶持和剧
本孵化。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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