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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4月22日，2023上
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聚焦“戏剧
与城市——戏剧高质量发展与
人民城市”主题，在静安新地标
的苏河湾中心42层举办戏剧
研讨活动。会场内来自苏浙沪
的戏剧文学专家、文化传媒人
士、上戏师生代表等汇聚一堂，
围绕主题、打开话题，畅所欲
言，户外万象天地公共空间，合
唱舞蹈、戏剧戏曲、城市行走等
精彩纷呈，与“一江一河”交相
辉映，勾勒出上海城市的一道
最美文化风景线。

戏剧成为
塑造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话剧
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
从节庆活动的社会性需求、演
变史讲起，回顾了上海30年代
艺术剧社、上海近二十年来文
化节庆活动的发展沿革。再回
到“戏剧、节日与城市空间”话
题，认为戏剧节所具有的欢腾
场面，符合人类的社会性精神
需求，并将通过节日庆典最终
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凝
聚成为一种文化。上海·静安
现代戏剧谷举办十多年，以创
新精神勇立潮头、引领风尚，这
已经足够影响一代人，久久为
功必将成为城区的集体记忆。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
子从“上海戏剧节展品牌发展
十年”所彰显的独特性与持久
活力，聚焦戏剧节庆的展演内
容、品牌定位、办节机制的主体
性内涵，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
投入产出机制，并与城市文化
形成良性的互构关系，将能开
拓一条城市文化艺术生产力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主任陈军以“从场域视角谈戏
剧高质量发展与人民城市建
设”为题，分析了当前文艺创作
存在“关注当下社会现实问题
不足，思想性薄弱；原创能力不

强，文学地位式微；精品意识不
强，创作演出数量多，但能传下
来的经典少”的现象，指出文艺
创作如果一味讨好观众必将降
低戏剧的品位和质量，如果过
分重视票房价值和演出市场也
不利于戏剧的健康发展，建议
通过政府主导和体制建设，不
断加大文化投入，增加硬件设
施，降低票价等举措加大文化
惠民的力度。

戏剧必须
坚持底色勇于突破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副主任李世涛认为，戏剧具有
天然的“体验”属性，伴随着体
验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戏剧的“体验”属
性被不断强化和突显，并得以
催生了一系列崭新的演剧空间
和演剧形态，戏剧的应用场景
因而更为广泛，从审美领域延
伸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并深度
参与了城市的文化建设，也更
直接影响了人民对文化艺术的
认知和接受。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是全
市约100家演艺新空间的行业
管理机构，这些演艺新空间分
布在商圈、楼宇、园区、剧场、书
店、酒吧，甚至户外。会长韦芝
从“人民城市”理念下的上海演
艺新空间发展之路，畅谈静安
作为街艺的首发地，也始终是
新型演艺的创新地、引领地，未
来将不断提升演艺资源、演艺
空间的品质，共同助力上海亚
洲演艺之都建设。静安是上海
驻场演出高地，沉浸式戏剧《不
眠之夜》、多媒体杂技秀《时空
之旅》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都是由上海文广演艺打造、
落地在静安的上海文化品牌。
文广演艺总裁马晨骋聚焦“亚
洲演艺之都和戏剧品牌”主题，
以《不眠之夜》为案例，分享了
如何利用演艺的附加值和连接
感，联动多品牌、多社群，为都
市文化消费体验赋能，以及“尚
演谷”主题酒店、餐厅、酒吧、综

合性娱乐空间的多业态融合成
功经验。

戏剧将在
全域全时全场景中发生

楼宇内专家学者热烈研讨
“戏剧与城市”时，咫尺之间的
“天后宫”古戏台上，同为2023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城市空
间的专场演出，上海戏剧学院
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正携
学校京昆表演、戏曲音乐、木
偶、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等
专业师生及学校乐队，为观众
演绎“戏剧嘉年华——艺术是
什么”的昆曲盛宴，现场气氛
热烈；石库门建筑群“慎余里”
的弄堂里，上海·静安现代戏
剧谷订制的国外优秀演出团
队“木偶乐队”，正在与市民游
客沉浸式互动演出；同在苏河
湾的大悦城，“全城有戏”市民
大舞台上，社区团队的合唱、
舞蹈、时装秀轮番上演；历史
学家和民立中学师生联手推
出的“汇剧静安、全城有戏”沉
浸式行走体验活动，以城市为
大课堂，从美琪大戏院出发打
卡“戏剧地标”，一路体验“戏
剧巴士”，也来到现场观摩“昆
曲王子”张军的演出，感受“戏
剧之城”的独特魅力。

戏剧与戏曲是东西方文
明在历史长河中凝聚的艺术
精粹，传承与创新是过去与未
来的友好对话，苏河湾以完善
的城区形态，丰富的人文资
源，多元文化的融合碰撞，成
为跨时空的“城市会客厅”。
正如南京传媒学院副院长、南
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
中心主任周安华所说，在上海
发展进程中，“海纳百川、兼容
并蓄”始终是海派文化的精髓
所在，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
然深深流淌于城市肌理，现场
跨界又无界的交融，场外沉浸
式城市空间文化体验，已经给
出了“城市即舞台，全民皆主
角”的“全城有戏”静安答卷、
上海样本。

该片围绕一家四口意外开启
的一段有笑有泪的卡车之旅展
开。卡车司机周东海（乔杉 饰）
非常不看好准女婿万一帆（范丞
丞 饰），为讨未来岳父欢心，万一
帆越努力越“翻车”，不仅把准岳
父冻在猪肉上，跟准岳父有点关
系的卡车、轿车、房车，无一能逃
过他的“一路霉运”；准岳母霍梅
梅（马丽 饰）和女儿周微雨（张婧
仪 饰）也为调解这对冤家费尽心
思。一家四口一路上笑料百出，
是少有的公路喜剧片。

其实，乔杉、马丽、常远、田雨
都是观众熟悉的喜剧演员，但有
意思的是，导演并未让他们过度
使用此前的喜剧表演套路，而是
设置了种种错位和桥段，通过场
景和对白来营造喜剧效果。像马
丽的“大妈拍照”一场戏，影院里
几乎所有人都在笑；田雨房车内
的人工智能“贾主任”，也是与时
俱进的“科技笑料”，还特别辛辣。

范丞丞和张婧仪这对年轻
演员，也在片中有着非常出彩的
表现。范丞丞此前在《了不起的
夜晚》中已经证明了其表演功力
和喜剧能力，这次在《人生路不
熟》中，更是将一个手足无措的
毛脚准女婿演得又可怜又好笑
——面对未来岳父乔杉的“递
烟”考验，他“接”也不对，不接也
不对，弱小又无助的表演非常生

活化，让人捧腹不已。而张婧仪
此前出演的都是“青春疼痛女
主”，这次在喜剧片中她担任“助
攻”，范丞丞调侃说“这次在电影
中，婧仪展现的是青春，然后我
是疼痛”，也让人倍感期待。

喜剧当然是《人生路不熟》
最大的标签，但事实上，一部喜
剧要有“回味”，非常不容易。这
部影片的主出品方是上海亭东影
业和上海淘票票影业，而前者此
前的几部喜剧片，都极有“回味”，
这一部也同样如此。影片中的准
女婿万一帆，作为一名游戏工程
师，他的职场经历让不少观众有
共鸣；乔杉和张婧仪的父女亲情
以及马丽对女儿无条件的信任和
支持，也让人感受到了家庭亲情
的暖心。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
的三观很正，在面对炫富、炫权等
现象时，他们的选择让人在爆笑
之余，也多了一些思考。另外，
电影主旨“对的永远都是对的”，
正能量更是鼓舞人心。

都说喜剧片要做好，比其他
类型片更难。在熟悉观众尤其
是当下年轻人笑点所在的背景
下，该片的这些设计，把道理和
三观藏在笑料背后，不知不觉地
达成了和年轻人的共鸣，让它既
没有观影门槛，又能有业内看重
的观众“离场感”。竞争激烈的
五一档，它当能有所斩获。

上海出品电影征战五一档

《人生路不熟》笑料不俗套
戏剧与城市如何双向奔赴？

这场戏剧高峰论坛专家展开热议

一辆跑货的大卡车，一对还不熟的“准”翁
婿，将于4月28日登陆大银幕征战五一档的“上
海出品”合家欢公路喜剧《人生路不熟》，近日在
沪举行业务看片会。喜剧桥段没有炒冷饭，让
看过各种喜剧的影院经理和媒体们，从头笑到
了尾；笑料中自然融入的亲情，更让这部喜剧不
落俗套，颇有些回味。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人生路不熟》剧照。

“昆曲王子”张军表演《折桂令》。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