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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国庆档即将来临，被视
为票房最有力竞争者的开心麻花新
片《李茶的姑妈》，也于昨天举行了全
国看片会，确实笑点密集。而同时
期，此次好评度极高的张艺谋的
《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无双》、
包贝尔导演的《胖子行动队》以及年
轻IP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和
动画片《阿凡提之奇缘历险》，也将上
映。这也让外界好奇，时长等同于春
节档的国庆档，观众群到底有没有分
化，让几部影片票房齐头并进？

开心麻花是个品牌，暑期档大卖
的《西虹市首富》都不能算是他们主
控的作品，成绩都那么惊人，而这一
部《李茶的姑妈》，改编自开心麻花
2016年最卖座的舞台剧之一，迄今
为止已巡演超过700多场，笑点历经
70余万观众检阅。

《李茶的姑妈》讲述了黄才伦饰
演的小职员，被误认为是有钱的“富
姑妈”，为了自己心中的小算盘，再加
上艾伦宋阳在一旁煽风点火，便将错
就错假扮起“李茶的姑妈”。为了成功
瞒骗众人，不得不使出各路奇招，“真
姑妈”卢靖姗的神秘现身，也让这场谎
言更加混乱和爆笑。戏中的黄才伦

“扮女人”要演出生疏感，但其实在戏
外，黄才伦已经演过上百遍同名舞台
剧了，这次再加上数个月的电影拍摄，
让他笑言自己甚至留下了“后遗症”。

当然，作为一个品牌，开心麻花
从来都是推的故事，而不是靠哪个主
演一炮而红。在创作方面，一些已经
经过舞台和大银幕考验的“老人”也都
集体上阵。在原版舞台剧中，“冒牌姑
妈”是制造笑声的“核心发动机”，这次
搬上电影银幕，这个“发动机”的配置
也升级了。由黄才伦、艾伦、宋阳组成
的“假姑妈小分队”，戏里戏外都默契

十足，黄才伦也表示，“因为舞台空间
的局限性，这三个人的关系没有办法
着重去讲，而电影给了这三个人一个
更大的空间，将会有更多的笑点。”艾
伦也透露，在片场，大家都不断地为电
影增添包袱，“围读剧本时，大翰就让
我们不要客气，加合适的包袱，所以我
们几位‘老人’就一直在尽自己所能的
为电影来添砖加瓦。”

如今，这个品牌已经成了喜剧电
影市场的“航母”，几乎每次出征都是
手到擒来，观众也很接受他们的笑点
设置。只是，都说中国电影市场越来
越成熟，观众虽然还没到细分市场的
程度，但每种类型的电影，只要品质
不错，总能找到自己的目标群。据
悉，张艺谋的《影》片方期待值也颇
高，加上口碑不错，被普遍认为具备

“匠心”，以它为代表的另一种大片，
能否取得好成绩，也成为考验这个市
场成熟度的工具。

《成语魔方》第五部
将于国庆节首演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最新创排的
“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五
部，将于10月1日在假日经典小剧场
首演，并在“十一”期间连演7场。

25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主创
团队介绍，此剧延续了短小精悍、幽
默风趣的风格，用更加精致、充满童
趣的方式，为观众讲述《画蛇添足》《杯
弓蛇影》《郑人买履》三个成语故事。

据介绍，这部剧的每个故事在舞
台呈现上各具特点：《画蛇添足》的屏
风中暗藏机关，内藏多组卷轴画面，
轻松实现多个场景切换。《杯弓蛇影》
运用光影反射原理，让酒杯中的“蛇”
投影在底幕上，令简约的舞台生动呈
现剧情需要的氛围。《郑人买履》利用
灯光进行“戏中戏”空间的营造，在不
换景的条件下达到场景跳进跳出。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淮剧团原创淮剧
《浦东人家》，昨晚在美琪大戏院首
演。这也是上海向改革开放 40 周
年、浦东开发28周年献礼的重要戏
曲作品。从现场的演出来看，浦东的
开放和开发，通过一群小人物的故
事，以小见大，得以十分生动地呈
现。这也大大拓展了淮剧作为一个
地方剧种的表现力。

淮剧《浦东人家》要想成功，最重
要的是解决两大问题。其一，是如何
用一出两个小时的新戏来表现浦东
开放28周年的恢宏历程。其二，淮
剧如何讲好浦东的故事。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发展最
快、变化最大的40年，也是中国人在
大的社会变革中努力奋斗，寻找自我，
向现代人格转型，并最终完成现代人
格重塑的40多年。”《浦东人家》的原
始剧本早在2014年就获得了上海文
化基金的专项扶持，改革开放40年这
个节点，上海淮剧团团长龚孝雄认为
是一个“合适的时机”。龚孝雄同时也
是《浦东人家》的编辑之一。

但是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浦东

开发，都是一个宏伟的事件，要在一
部戏曲作品中呈现，那是需要取舍
的。《浦东人家》找到了一个小的切入
点。该剧通过女主人公柳玉珍一家
在浦东开发开放前后的生活历程，透
视普通市民在这场变革中的命运起
伏、情感悲欢，打造一部以浦东大开
发为背景，礼赞平民英雄的新淮剧。
既然是平民视角，以小见大，那就尤
其要重视细节的力量。整部作品截
取了很多那个时代的印记。从“朋
友，外汇券有哇”到外滩联防队员“改
革开放情人墙，防火防盗防流氓”，从
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到结婚送
澡盆、马桶，从“浦东特产高桥饼，一
片真情捧手心”到“进上海，坐轮渡；
下农村，两三步”，充满时代特色的人
物和台词让人浮想联翩。

虽然故事很扎实，也很精彩，但是
要用淮剧来讲好浦东故事，也无疑是
一个挑战。因为淮剧大多是表现苏北
地区人民的生活，这和浦东人还是有
一些区分。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上
海淮剧团这次派出青年团团长、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得主、上海淮
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邢娜来饰演女主
角，与邢娜搭戏的是上淮优秀小生演

员邱海东，此外还有多位国家一级、二
级演员及优秀青年演员参演。上海戏
剧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戴平对演员
的表演十分肯定。认为邢娜的表演情
感丰满，塑造的人物很朴实，将一个苦
孩子盼望有个家的愿望通过语言、演
唱真情实感地表现了出来；邱海东饰
演的阿德很逗趣可爱，本分老实。

而要让淮剧讲好浦东故事，唱腔
设计也尤为重要。唱腔设计赵震方
将《浦东人家》总结为传统韵味、现代
审美、乡土情结、都市格局。第二场

“新婚”，是阿珍开启了人生新旅程，
展开对新生活美好追求的阶段，因此
用新的“自由调”结合“蓝桥调”，并伴
之以板式变化，达到新颖流畅，优美
大方；又如第三场“创业”煮螺蛳一
段，用朴实的“老自由调”，使人物形
象显得干练而成熟。

《浦东人家》首演后，一系列演出
计划紧锣密鼓展开。10月12日，该
剧在外高桥艺术中心进行“回娘家”浦
东首演，接着在2018浦东文化艺术节
连演两场。10月20日—12月10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浦东人
家》沪苏浙皖巡演”启动，12月该剧还
将参与央视《空中剧院》主题演出。

90后儿童作家
聚焦新型留守儿童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90后儿童文
学作家王璐琪最近由接力出版社推
出了新作《给我一个太阳》。和其他
动辄搞笑的童书不同，《给我一个太
阳》其实说的还是一个很严肃的话
题。该书聚焦的是新型留守儿童，他
们背井离乡，跟随父母来到县城里生
活和学习，基本上丢弃了自己之前的
生活环境，在新的校园环境中，他们
是弱势的，当遭受校园霸凌后，他们
是无助的，因为没有监护人在身边。
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孩子们逐
渐走向成熟。

王璐琪告诉青年报记者，她虽然
过去写过不少作品，但是《给我一个
太阳》是她头一次尝试用新闻事件来
写故事，并在写作过程中做了大量调
研，反复揣摩处于事件当中孩子们的
心理。新闻报道是平面的，但写成故
事却是立体的，人物性格有层次。当
然，这也让小说更具有了社会性，甚
至直面一些社会问题。王璐琪认为，
应该让孩子了解这些社会问题。“孩
子确实是单纯的，给他们一个好的环
境，没有意外情况下他们都会很优
秀，但倘若环境不那么理想，就会出
问题。适当给孩子们来点阅读困难
是可以的，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阳
光和阴影总是结伴而行，在成长过程
中规避坏的，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才是
最重要的。”

王璐琪虽然是一个90后作者，
但是她涉足童书的时间已经很长。
我200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一直到
2010年之前，都一门心思想成为一名
画家，并且从小学开始学习美术，高中
参加艺考，但是事与愿违我最终没有
完成学业，反而在2011年出版第一部
长篇小说，反响还不错，随着时间推
移，她的重心慢慢转移到写作上，可以
说是命运把我推到写作这条路上，越
写越离不开。王璐琪认为，青年作家
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写作的迷茫
期和瓶颈期会比较长，“万幸我是体
验型的作者，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
放下问题，返回到生活中去，所幸有
经历有感悟，我的写作就可以继续。”

重点献礼原创淮剧《浦东人家》首演

以浦东开发为背景 礼赞平民英雄

国庆档变喜剧档？

除了笑，观众还能接受什么类型

《浦东人家》于平凡中讴歌英雄精神、展现时代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