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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家门前的剃头摊、零拷老
酒的酱油店、虹口的老电影院、成片的
石库门建筑，这些旧物随着城市更新
的步伐而逐渐消失，终于成为“往事”
的一部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
授徐静波将这些都写进了他的新书《魔
都往事》里。日前作客浦东图书馆学习
读书会时，他分享了那些历历在目的

“往事”。
《魔都往事》是一本散文体回忆录。

重在回忆，而文笔却具有散文式的优美。

在这部作品中，徐静波从幼年写到1979年
参加高考的人生起伏，并配以文史资料，
考证道路和建筑的前世今生。伴随着对
成长经历的叙述和生活空间的变化，徐静
波回忆了虹口吴淞路、四川北路、海宁路
一带，黄浦南京东路、汉口路、浙江路一带
的街面风光和市井生活样貌。

“这些老房子背后的丰富故事，展现
了上海深厚底蕴。我在此结识良师益
友，也见证了城市发展和历史变迁。”徐
静波谈到，在每个人的往事中，个体生命
与城市整体文脉融为一体，这也使上海
故事更有厚度、更富温度。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10月25日，第二十三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根据王安
忆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舞台剧
《长恨歌》（上海话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的艺术剧院上演。该剧将从10月25
日上演至11月10日。

这部27万字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浓缩成剧场里的三个半小时，每一个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在演员们的生动演绎
下栩栩如生。演出全程用地道的上海话
演绎，更贴近原著小说所描写的环境，也
让观众更添一份亲切感。舞台剧《长恨
歌》（上海话版）荣获2024“壹戏剧大赏”
年度大戏奖。在刚刚公布的第八届华语
戏剧盛典提名中，该剧获“最佳复排剧
目”“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制
作人”四项提名。

《长恨歌》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从小说到舞台，舞台剧《长恨歌》于2003
年首次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话剧舞
台。2023年，《长恨歌》启用全新剧本，全
新演员阵容，并首次以上海话形式演出，
吸引众多新老观众走进剧场，成为现象
级沪语作品。原著作者王安忆去年看完
上海话版演出非常欣喜：“我个人是非常
喜欢方言作品的，上海话版舞台剧《长恨
歌》令我很惊艳，演员们在台上用上海话
表演，很生动。”

编剧赵耀民表示：“《长恨歌》这部舞
台剧能够演出至今，对我来说也是出乎
意料的，它让我重新认识了文学经典的

生命力。为什么这部作品演到现在，还
能受到观众的欢迎，我认为因为它产生
了一个文学的经典人物——王琦瑶，她
已进入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人物的长廊。
同时，王安忆老师塑造的这一人物，也凝
固在了上海文化的永久记忆里。”

导演周小倩从2003年就参与《长恨
歌》剧组。二十一年来，对《长恨歌》有着
深厚的情感。从去年首轮演出到今年的
第二轮演出，她全情投入到整个创排过
程，带领剧组不断打磨、修改，为了把演
出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跟着《长恨歌》，其实字里行间每
一个字我都记得，每个版本的每一场戏、
每一个人物我都记得。上海话版演出并

不是把普通话翻成上海话，而是使用纯
粹的上海话版剧本。演出的语言一变，
我都很惊奇，像重新接触了一个新戏一
样，它完全不一样了。欢迎更多观众走
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长恨歌》，感受上海
话版的独特魅力。”

此版《长恨歌》充满海派特色的舞台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老上海的环境中。跟
随剧情和舞台场景转换，观众穿梭于老上
海的三个时代，仿佛回到了旧时光里，感
受一场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悲剧。此次
舞美设计出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徐肖寰
之手，他从小在石库门里长大。谈到这次
创作灵感来源，他说道：“《长恨歌》这部小
说对我的触动是相当大的，不仅是因为各

色人物的命运跌宕，更是从一段段人生中
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在个体上留
下的印迹。小说中有大段的景物描写，比
如多次提到的上海弄堂、老虎窗和屋瓦、
鸽子和麻雀。除了这些可见的部分之外
还有看不见的流言和沉寂，凝固和流逝，
希望与绝望。这些描述不仅是背景信息
更是带着诗意的暗示和隐喻，是我这次创
作的重要源泉和基石。”

为了让演员们能在台上说一口正宗
的“上海闲话”，此版演出特邀钱程担当
上海话语言指导。“通过观看《长恨歌》的
演出，除了熟悉以前上海的地域文化之
外，还有上海人的一种精致，对生活的一
种精致，对生活的一种渴望，或者说，对
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钱程说。通过舞
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希望可以辐
射到全上海，希望全上海喜欢上海文化
的观众来看这个戏，来品味剧本文字中
的上海味道，同时通过演员们的演绎来
传播标准的上海话，传承地道的上海地
域文化。

饰演“王琦瑶”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员刘晓靓，和“王琦瑶”一样也是从弄
堂出生的女儿。“我觉得《长恨歌》这部作
品是王安忆老师通过一个典型的上海女
性的形象，展现了上海那几十年的历史
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从王琦瑶这么一个
典型的上海女性，展现出的是上海文化
的一种精神。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当我
来看《长恨歌》这部小说，以及我参与了
这部剧的创作，也会特别有感触，能够产
生温暖、亲切的感觉。”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舞蹈诗剧”除了有舞蹈，但
更是一首诗。作为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
艺术节参演剧目，舞蹈诗剧《敕勒川》10
月24日和25日在上海虹桥艺术中心一
亮相，便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这台全
新的原创剧目，无疑拓展了舞台艺术的
形式。

之前在舞台艺术中有舞剧也有诗
剧，但“舞蹈诗剧”诗句这是第一次见
到。应该说以南北朝时期的民歌《敕勒
歌》为基底创作的《敕勒川》，本身就具有
深厚的诗学基础，而蒙古族群众能歌善

舞的天性，又使得这部作品在舞蹈呈现
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
……”《敕勒歌》最早由敕勒人演唱，经过
鲜卑人和汉族人的改编，后被郭茂倩收
入《乐府诗集》，这部民族融合之作是各
族人民共同演绎的团结相融之歌。《敕勒
川》无疑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有广袤的
草原，有民族大团结的美好。剧目将诗
歌的古韵与舞蹈艺术相结合，表现出东
方古典美学的写意和留白，让作品在诗
意的表达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全剧由“千古寻缘”“史中大爱”“力
蕴北疆”“川归黄河”四幕构成。在内容

构思上，导演和编剧也是匠心独运。他
们在剧中塑造了一个青年作曲家的形
象。将作曲家谱写交响乐《敕勒歌》的心
路历程，与敕勒川这片土地的过往和当
下巧妙地串联起来。从阴山岩画到史书
记载，从无垠草原到黄河滔滔，作曲家一
次次经历创作的至暗时刻后又一次次在
雄浑壮美的自然与历史中得到疗愈，最
终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实现人生追
求。

据悉，《敕勒川》特别邀请了著名舞
台剧出品人及制作人曹晓宁出任总导
演，青年编导、现代舞者刘梦宸负责执
导，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王瑞宝等人也

加盟参与创作，可谓阵容强大。曹晓宁
总导演表示，《敕勒川》基于同名远古民
歌创作，以新形式回溯历史，展现当代内
蒙古人民风采，阐释民族融合内涵。表
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意与畅想，为民
族舞蹈现代化开辟新路。编导刘梦宸
说，《敕勒川》是与这片土地和人物的相
遇，如生命礼物。创作中她深感任何人
都是时代印记，能成历史源头，应保持青
春纯粹。

记者了解到，《敕勒川》是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继舞剧《昭君》、舞
蹈剧场《如见》之后第三次参演上海国际
艺术节。

在这个读书会听“魔都”往事

还原一个生动鲜活的“老上海”

舞蹈诗剧《敕勒川》上海首演

诵一首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颂歌

《长恨歌》（上海话版）再度上演

台前幕后皆有“上海味道”

海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