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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搭上车身喷绘着“上海·静安
现代戏剧谷”的戏剧巴士，从静安文化馆
出发，途经静安公园，来到嘉里中心安义
夜巷……站在跑出“戏剧路线”的巴士上，
可以以公益价购买当晚现代戏剧谷的展
演剧目；还能参与化妆游戏、现场直播等
活动。跳下车，则来到嘉里中心广场，品
尝进驻静安的蓝瓶咖啡，身旁还会出现爵
士音乐节的乐队……夜晚，进入剧场，感
受中外名家名团演绎的人间温度。

静安区昨天宣布，2023上海·静安现代
戏剧谷将于4月20日开幕，戏剧巴士将载上
国内外艺术名家和上海乃至长三角的观众、
市民，“艺起发车”，沿着静安“破圈”行。

今年4月20日至5月8日，以“汇”为主
题的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不仅一如往常
以高品质剧目示人，还将首推一辆独具一
格的戏剧巴士，凸显戏剧就是时间与空间

的艺术——可以在剧场，也不止在剧场。
首次发车、启动的戏剧巴士“跑出

圈”——不仅仅在4月上旬起在静安区每
天绕圈8小时，也从戏剧“出圈”到音乐、
咖啡；从名家“出圈”到民众；从文化“出
圈”到科技乃至城区……

戏剧巴士，就是一个魔盒。静止时，
它是售票厅——让观众可以随时随地买
到戏票；它是化妆间——让市民可以体验
素人变演员的神奇瞬间；它是演播室——
让文化名人、艺术家、作家、记者、百姓等
体验流动的车厢，装载艺术前行的美妙画
面；它是小超市——让路人、观众可以购
买到现代戏剧谷、爵士音乐节、静安咖啡
文化节的衍生产品，把不能带回家的体验
变成融有美好回忆的商品回归日常。

开动时，它开出了好几条戏剧线路。
静安区文化馆是“戏剧大本营”，从这里出
发，途经之处会有定时定点停靠的“戏剧
站点”，站点也是随到随演的舞台。

眼前是一间贴满报纸、囤积过期物品
的屋子，一个身形臃肿、记忆紊乱的女人
不断喃喃自语，在破旧的屋子里重复着亦
梦亦幻的人生……位于安福路的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3楼戏剧沙龙，田水、王衡、朱
杰主演的话剧《期限》正把发生于我们身
边的日常摊开给观众。

《期限》的故事在一个糟糕的家庭环
境里徐徐展开，演员们用精湛的演技、充
沛的情感诠释着“人”在经历重大变故之
后的状态，以此探究现代人心中那些难以
释怀的情感。舞台的大部分时间是沉默
的，无声的冲击下，演员们在克制和留白
之间与观众形成交流。探讨如何面对老
去，面对失去等人生中无解的议题。

走出剧场，很多年轻观众噙着泪水，
这段历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和父母
之间，和子女之间，特别容易共情。小剧
场经久不衰的秘诀莫过于此。剧场外，是
关于《期限》的一个小小的展览空间。老
式冰箱里铺满鲜花，变成冰箱花园。一些
旧物、便签条、口红化妆品引着观众告别
过去，和新生活say hello！舞台内外，戏
剧者对创作的“虔诚”也是上海文化空间
的迷人之处。

“一千个观众，内心就狂奔着一千个
李白。”刚刚过去的周末，现代舞大师曹诚
渊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呈现了作品
《我本楚狂人》，该剧以唐朝诗人李白的诗
歌为创作出发点，通过当代舞蹈剧场呈现
中国文字背后的精神意象。山、水、花、月
四个篇章，在曹诚渊“笔下”，加上“序”里
的《庐山谣》和“跋”里的《临终歌》，选取了
李白26首诗歌为创作文本。其中的韵律
或慢或快，抒发创作者的心绪，一展李白

诗中的飞扬恣意。
值得一提的是，剧场里的创作热情，

溢出戏外。该剧创作分享会也通过线下
线上同步的方式，邀请曹诚渊解读舞蹈之
美。曹诚渊坦言：“这部舞剧既是我对李
白风骨、盛唐气象及中华文明的奇思妙
想，也希望通过各种元素打开李白诗词所
触动的想象空间。中国现代舞要走出去，
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就像国画中有
留白，这些都是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中
国几千年的文明就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创
作根基。”

位于杨浦的YOUNG剧场，则以更为前
卫个性的戏剧样态把年轻人引入剧场。
上周末，青年戏剧导演庄一作品、中国国
家话剧院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四海之内皆
兄弟》引来好评如潮，看完戏的年轻人直
呼：“太带感了！完全讲述的就是我们的
心声。”庄一用Z世代的语言系统探索了
古典名著改编当代戏剧的打开方式，给观
众带来了“水浒侵入现实，现实照进水浒”
的新体验。

庄一认为，文学名著不是由作者创造
的，而是由读者在每个时代的阅读中重新
创造的。演出时，这位受过西方系统戏剧
教育的90后导演就坐在舞台上的右手边，
边串场旁白和发问，边审视着这个由演员
与观众一起共同创作的“舞台象限”。每
个人都在戏中，也在戏外。

活泼灵动的YOUNG剧场从创建伊始，
不论从选戏标准还是创意玩法，均踏准了
年轻人的表达节奏。工作坊、剧本朗读
会、对谈讲座、公益场次、空间快创……剧
场人正在不断打破文化圈层，为公众打造

“社会大美育”课堂。

一出好戏与你不期而遇

世界戏剧日
全城出动

3月27日，世界戏剧日。上海各大剧院以及全新的演艺
空间里各类演出如街头盛放的樱花，如火如荼。让人感动的
是，寒冬已过，疫情不仅没有扼杀艺术家的创作欲望，甚至相
较以往，他们更迫切地想用表演艺术的力量去治愈与抚慰人
类的伤痛，探讨与诘问生命的意义。 青年报记者 冷梅

3月27日，世界戏剧日当天，好消息
传来，2023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正式官
宣，将于4月20日至5月8日迎来这场春
日的“戏剧饕餮”。今年的主题为“汇”。

“汇”是海纳百川、源源不断地聚集——
“名剧展演”汇集中外戏剧名团佳作；“全
城有戏”汇聚全年龄层的观众，共享戏剧
嘉年华；“壹戏剧大赏”汇合行业精英、缔
造戏剧盛典。

振奋人心的是，国门打开，暌违多时
的国际剧目再次登临现代戏剧谷。罗马
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演绎名作《谁害怕弗
吉尼亚·伍尔芙？》、意大利戏剧大师皮普·
德尔邦诺代表作《喜悦》以及希腊苍蝇剧
团的保留剧目《弗里达·卡罗》都将于5月
初上演，预计在4月中下旬正式开票。

本届戏剧谷将推出23台精品剧目，
分为：文学改编、星光剧场、经典再现、原
创人气、跨界多元、国际视野等六大系
列。上海首演率超过85%，其中原创作品、
文学改编作品以及女性创作者作品比例
较往年都有增量。今年，现代戏剧谷首次
打造专属的“戏剧巴士”，以流动的“戏剧
售票亭、戏剧化妆间、戏剧小舞台、戏剧小
超市”等功能，将在静安的重要街区、核心
剧场、商圈社区设置“戏剧站点”。同时，4
组国外演艺团体演艺、200场社区群文团
队竞演以及更加开放话题的系列“戏剧高
峰论坛”等，都将在街头、商圈、公园、社

区，与市民不期而遇。
而在五大新城，优秀舞台作品也正在

走向“市民的家门口”。日前，位于松江新
城的上海保利云间剧院2023演出季“六+
一”系列正式发布。本次发布会以“灵”为
主题，系列演出亮点颇多。“云音”“云舞”

“云话”“云喜”“云亲子”“云公益”六大系
列演出及活动正式发布，共计59台82场
精彩演出与观众见面。黄绮珊绮望三十
巡回演唱会拉开云音序幕，音乐剧《白夜
行》《唐朝诡事录之曼陀罗》将于7月初上
演。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成立525周年的中
国巡演音乐会也将在这里完成。舞剧《只
此青绿》、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俄罗斯
皇家芭蕾舞剧团《胡桃夹子》、杂技剧《战
上海》将于9月强势来袭。戏剧方面，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悬疑剧《深渊》、阿
加莎的《无人生还》，开心麻花出品的《窗
前不止明月光》《疯狂理发店》等五部爆笑
经典作品，天津人艺的话剧《雷雨》也会陆
续和大家见面。

目前，位于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演艺大
世界尾票亭，常常人头攒动，热爱文化大
餐的年轻观众甚至已经总结出了经验，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不少“捡漏”购票攻
略。演出公益票、补贴票、低价尾票让“名
团展演”成为文化爱好者触手可及的“惠
民工程”，是上海演出市场期待已久的“春
天之约”，更是彼此间的双向奔赴。

近日，蚂蚁集团投资者教育基地、上投
摩根基金等联合举办了“一司一省一高校”
第二场投教大讲堂，并发布了《2023年中国
大学生基金投资调查白皮书》。该白皮书
已连续发布两年，是上投摩根基金参与中
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一司一省一高校”投教

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次调查对加强大
学生投教工作、探明未来投教工作重点和
提升年轻人的金融素养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为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
供了落脚点。

《2023年中国大学生基金投资调查白皮书》重磅发布

广告 投资需谨慎

怀揣虔诚之心，创作者高密度表达

城市皆舞台，外国作品终于归来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首推戏剧巴士

国内外名家和上海观众“艺起发车”

话剧《期限》。
青年报记

者 冷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