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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多元
专业之外人生另一切口

记者了解到，今年第二十届
大话节组委会一共收到了 115
部报名作品，其中包含长剧作
品、短剧作品、专业组剧目作品、
剧本创作、戏剧教育征文和展演
作品，经过评委们严谨认真地评
选，入围线下展演的剧目作品有
21部。根据这些不同题材和呈
现方式的表达，我们也看到当代
青年学子斜杠青春的另一面。

在入选作品中，既有贴合时
代脉搏的AI主题作品，引人思考
新兴科技与社交媒体带给人类的
正负影响，又以想象作翅膀、在“如
果”中体验只存在于剧场里的奇
遇，还有探讨家庭与人际关系的现

实主义题材剧目……丰富多样又
贴合大赛主题的参赛剧目题材，
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们对戏剧艺术
的真诚热爱，对所处世界的独到
见解，对时代精神的不懈追求。

记者发现，除了专业类角逐
之外，更多的大学生非戏剧科班
出身，所学专业包罗万象。这些
大学生有法学生，也有主修经管
类的学子，甚至还有体育学子把
燃情热血的国风“动作戏”融入
创作，在观众中深受喜爱。这些
高校学子以戏剧为媒介，找到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戏剧也
许只是当下一个兴趣切口，未尝
不是探索世界的多面抓手。借
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昂扬的精神
面貌，更看到了当代青年不断跳
脱专业所长，跨越边际，尝试多
元未来的诸多可能。

青春、激昂
借由戏剧了解世界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

《错时的爱》获得短剧组一等奖。
该剧导演刘厚堃，作为学校话剧
团的一员，还是第一次成为团队

“主心骨”，带领了一个多达40人
的大团队参与本届上海大学生话
剧节。他对此次比赛最直观的感
受是：专业，紧张、兴奋、快乐。

刘厚堃就读的是财大金融学
院保险精算专业。有意思的是，这
部戏的创作团队都是金融学院学
子，所学专业和艺术并不搭界。未
来，一个金融领域的精算师，为何
会成为话剧社的导演？刘厚堃如
是说：“大一新生时，看到学校话剧
团招新，也是那时候开始，才对话
剧这种舞台艺术表演，有了更为深
入和直观的体验。”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
成立于2003年5月，在往届大话
节上均有优异表现。今年，财大
话剧团的参赛作品《错时的爱》
为原创剧本，关注的是老年议
题。讲述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虽
然都想为对方好，但是常年的沟

通不畅和误解，最终婚姻状况问
题重重，之后老伴儿在大火中离
世，夫妻双方很多心结未解。直到
某一天，“老于”先生突然昏倒，阴错
阳差地回到了40年前，与妻子初结
连理之时，一些心结慢慢打开了
……

作为青年学子，为何会关注
老年议题，刘厚堃告诉记者：“从老
于夫妇身上我们常常能看到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上几代人的相处模
式，他们不善于直白表达情感。通
过关注这一题材，去讲述那一代人
的故事，我们也在思考其中的意
义，试着去理解我们的父辈。”

在《错时的爱》这部作品里，
台上演员仅有五六位，编导组9
位，包括统筹、舞台设计、编剧、灯
光、服化，主要成员在20人左右。
大家全情投入，各抒己见。而借
此比赛，不同大学的学生话剧团
之间也形成了交流互鉴。

热爱、真诚
因为戏剧双向奔赴
由华东政法大学沃原剧社

带来的作品《脚边的太阳》，在本
届大话节上获得长剧组一等
奖。沃原剧社负责人陈以宁告
诉记者，《脚边的太阳》创作出发
点是有关“死亡”的议题。“传统
社会形态之下，中国人常常对死
亡避之不及，我们鲜少有机会去
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有一天
世界末日了，面对死亡，你会持怎
样的态度？你还有哪些未尽之
事？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态继续活
着？”在这部作品的大蓝本中，死

亡被摆在核心位置，同时也讨论
了诸如原生家庭、绝症患者的选
择之类小切口的命题。舞台表现
形式上，还引入更多肢体剧的形
式，去丰富舞台表达。

追溯华东政法大学沃原剧社
的缘起，剧团1998年就成立了，
现有社团成员118人。陈以宁所
学专业为经济法，目前大二。大
一刚开学，她就加入了学校话剧
社。剧社一直保持着每周2次新
剧的常规训练，有定期的剧本朗
读会，也会排演一些经典剧本，每
学期会制作两部期末大戏。

此次《脚边的太阳》的创作团
队16人，均为商科类专业，导演
和编剧主修文化产业管理，像陈
以宁一样，还有很多成员是法学
生。让记者分外好奇的是，很难
想象，终日与枯燥的法律条文“死
磕”，思路严谨、态度严肃的法学
生，会爱上如此感性表达的戏剧。

陈以宁告诉记者，这次剧中
一位演员获得了大话节最佳男
主角，虽然他现在是法学生，但
是研究生准备跨考表演系。也
正是在剧社的创作中，逐渐找到
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方向。

“这次创作，我们不太想浮
于表面。而通过网络，我们关注
到当代年轻人，其实会有一部分
人缺乏生活的内驱力，甚至在网
络上流露出消极厌世心态，觉得
压力好大，活着没什么目标和意
义。”死亡这个话题，在创作中非
常冒险，但是团队依然决定“放
手一搏”，挖出当代人的“隐痛”，
表达年轻人最真实的心态。

对戏剧真诚而热烈
“舞台为框”00后诠释当下及表达

经过2周激烈角逐，
6月17日晚，第二十届上
海市大学生话剧节（以下
简称“大话节”）落下帷
幕。最终，华东政法大学
沃原剧社《脚边的太阳》、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
团《错时的爱》分别获长
剧组、短剧组一等奖。上
海体育大学竞攀剧社《峨
眉》获得专业组最佳剧目
奖。在剧本创作组，重庆
师范大学薛蕴含创作的
剧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
多》、上海戏剧学院龙施
宇创作的《房间里的大
象》获得最佳剧本奖。日
前，青年报记者与分获短
剧组、长剧组一等奖的学
生主创团队聊了聊，借由
这些00后的戏剧表达，
看看这些当代年轻人眼
中的理想与价值切面。

青年报记者 冷梅

如今，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

已成为培养话剧观众、涌现戏剧

从业人员、孵化原创作品的重要

平台。近年来随着影响力逐步从

上海市拓展至全国，参与的学生

团体数量不断增加，累计至今已

有全国各地 90 余所著名高校的

160余个戏剧艺术类社团参与其

中，观看演出的观众人数在万余

人。

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年轻的

剧社成员们即便以后不从事戏剧

相关工作，却怀揣着对戏剧艺术

纯粹的热爱与执着，不断为一个

“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张惠庆期盼未来能

有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受

话剧艺术的魅力，同时在创作中

找到生活和艺术的平衡点。“我

们始终坚持鼓励高校艺术表达

的多样性。我们鼓励同学们在

创作中融入时代元素，关注社会

热点，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对世界

的看法和思考。这种多样化的

艺术表达，不仅拓宽了高校学生

的视野，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

解了话剧艺术的魅力和价值，共

同推动话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述动人的

青春故事。”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

术总监喻荣军从自己第一次接

触戏剧舞台的经历说起，讲述了

戏剧对其人生和职业发展的启

迪。“其实戏剧对于我们很多人

来说，是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工

具，也是我们跟世界建立联系的

一座桥梁，同时，还能提升我们

的审美和幸福感。20年来，大话

节也改变了戏剧的业态，为行业

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可能就是新

的意义所在。”

专家视野 让戏剧成为探索世界的窗口

▲华东政法大学沃原剧社。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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