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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为配合城市更新，上海独脚戏
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2月
28日正式迁入位于重庆南路308号的黄浦
区白玉兰剧场的新团部。作为上海滑稽戏
和独脚戏传承的重要平台，“上海笑天地”
也随之入驻。市民品味海派喜剧又多了一
个新地标。

之前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
海市人民滑稽剧团）的团部位于凝和路
122号，是一个独栋的四层小楼。而此次
迁入白玉兰剧场大楼之后，团部将使用两
个楼面，四楼是办公区域，而五楼未来会
作为排练场所，整体面积大幅度提升。更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单位

的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这次终于有
了自己的剧场。他们可以使用白玉兰剧
场进行演出，推广和普及独脚戏和滑稽戏
艺术。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前身是成立于
1952年的上海大公滑稽剧团。过去十年
间，该剧团经历了数个重要节点。2018
年人滑和上海青年滑稽剧团强强联手，
成立了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
市人民滑稽剧团）。这个中心随之成为
国家级非遗传承单位。2023年，“上海笑
天地”入驻长江剧场，至今已演出数百
场，成为独脚戏和滑稽戏的重镇。2024
年该中心创排了大型原创滑稽戏《蒸蒸
日上》，好评如潮，主角潘前卫昨晚凭借
在该剧中的出色表演刚刚获得白玉兰戏

剧奖的主角奖。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

民滑稽剧团）党支部书记、主任潘前卫对青
年报记者说，近来，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
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推出滑稽品牌建
设与“大戏小戏”双线并行模式，既有《三毛
学生意》《蒸蒸日上》等大型滑稽戏的演出，
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也将“笑传正能
量，文艺轻骑兵”的惠民演出带到了社区、
学校、企业，一年累计完成四百多场演出。
此次中心乔迁新址，“上海笑天地”黄浦站
揭牌，不仅是“上海笑天地”品牌拓展的重
要一步，更是滑稽艺术在黄浦区这片文化
沃土上生根发芽的开始。

“新团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升级，更
是艺术理想的再出发。我们将以更专业

的剧场设施、更开放的创作环境，为观众
带来更多优秀的滑稽作品，让海派滑稽艺
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潘
前卫说。这一愿景，在“王汝刚滑稽艺术
（非遗）工作室”揭牌仪式中也初现端倪。
王汝刚表示：“独脚戏是扎根市井的艺术，
新工作室将聚焦青年人才培养，让这门海
派艺术永葆活力。”

据悉，在迁入新址之后，剧团将在新
址开辟新的演绎空间，开展一系列的活
动，包括不定期的沉浸式演出、艺术培训、
文化交流等，丰富剧团演出形态。这不仅
是对传统滑稽戏的创新，也是对观众需求
的回应。同时剧团还会对海派独脚戏进
行梳理和研究，力求形成独脚戏的体系，
传承和发扬好独脚戏这门艺术。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2月 27日晚，法国当代喜剧
《艺术》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茉莉花剧场
迎来2025年首演。这部由法国著名剧作
家雅丝米娜·雷札创作的经典作品，以其
独特的剧情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再次征
服了现场观众，首演当晚迎来观众发自
肺腑的笑声和掌声。作为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的经典剧目，《艺术》通过一幅白色
油画引发的友情危机，展现了人性与艺
术的复杂关系，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艺术》是法国女剧作家雅丝米娜·雷
札的成名作，2001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制作的话剧《艺术》首次在国内话剧舞
台上亮相，由著名导演谷亦安执导，陆续
上演多轮。当时备受关注的演员徐峥、林
栋甫、郝平等都曾在该剧中展现出精湛的
演技，为这部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如
今，这部经典之作在茉莉花剧场迎来第九
轮演出，由导演保罗·加林顿执导，复排导
演李李倾力打造，再次诠释其深刻的内
涵，让观众重温经典并感受戏剧的永恒魅
力。本轮演出，复排导演李李在细节把握
上更加用心，让这部写于几十年前的作品
更接地气，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力求引
起更多人的情感共鸣。

本轮演出由许圣楠、谢帅、韩秀一三
位实力派演员担纲主演。谢帅饰演的塞
尔吉自信而敏感，展现了角色对现代艺
术的执着与对友情的珍视；许圣楠则将
马克的尖锐与内心的脆弱表现得淋漓尽
致；韩秀一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语速，
将伊万的焦虑与窘迫生动地呈现在舞台
上。三位演员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张力的表演。
《艺术》以一幅白色油画为引子，讲

述了三位十五年老友在现代艺术的认知
与价值上出现的裂痕。争议、傲慢、迁
怒、诋毁、拳脚相向乃至决裂，人性的舞
台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观众将在剧中
看到，当一段纯粹的友谊面临危机时，人
们会如何抉择，如何在多元的观念中寻
求和谐与理解。

这部话剧不仅仅是对艺术的探讨，更
是对人性、友谊和价值的深刻反思。它让
我们思考，当我们在面对不同观点和看法
时，应该如何保持开放的心态，如何尊重
他人的选择。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
真正的友谊是需要经历考验的，只有在相
互理解和包容中，才能走得更远。

三面纯白的舞台布景，一束光打在
正对观众的布景上，呈现出一幅白色油
画的模样，《艺术》一开场就让观众在纯
白的氛围下感受到了“极简主义”的强烈
风格。伴随着颇具代入感和节奏感的音
乐，灯光渐亮，舞台上出现了三张纯白沙
发和一个纯白茶几，这便是舞台上的所
有道具。整场演出没有花哨的灯光音效
和道具，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全场全靠
三位演员打动人心的演技牢牢抓住了观
众的心。

观众何尝不是戏中人？当挚友为
“球鞋溢价是否合理”争得面红耳赤时；
当家庭群里因养生谣言与科学常识掀起
混战时；当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次站队都
在切割人际关系时——《艺术》像一柄锋
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所有以“为你好”为
名的情感绑架，直视现代社会的残酷命
题：我们该如何与“不理解”共存？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林兆华执导、老戏骨倪大红
和史可主演的京味儿喜剧《银锭桥》，以
及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将成
为这个春天上海保利大剧院最大的看
点。保利大剧院2025“春之季”演出季2
月28日发布，上海观众有眼福了。

此次“春之季”从3月一直持续到6
月。打头阵的就是3月1日和2日上演
的《银锭桥》。有意思的是，虽然这是“京
味儿喜剧”，但大多数人都不是北京人。
倪大红是哈尔滨人，而导演林兆华也是
天津人。但也因为他们不是北京人，所
以对北京有更独特的理解。林兆华更是
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对京味儿的理解
十分深入。主创表示，作为演出季开幕
大戏，他们会用戏剧和音乐展现市井烟
火中的命运寓言。

其实话剧一直是保利大剧院的头块
招牌。除了《银锭桥》，5月31日、6月1
日端午假期，由上海话剧艺术倾力打造
的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将
上演。据悉，原著小说历经5年构思，5
年写作，在豆瓣历史小说位列Top5。这
也是该热门悬疑IP首度搬上话剧舞台，
集结了实力演员贺坪、何易、白倬铭等，
以宏大舞美沉浸式解密北宋迷案。其
中，贺坪刚刚获得白玉兰戏剧奖。

“春之季”音乐剧版块的门面非《芝
加哥》莫属。4月24日-27日，美国百老
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再度来华再掀

“红黑”美学风暴。记者了解到。该剧改
编自真实事件，1975年经“音乐剧巨匠”

鲍勃·福斯搬上舞台后，先后拿下包括托尼
奖、奥利弗奖、格莱美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全球巡演超3500场，观众逾3100万。此次
上海唯一站将带来原版舞美音乐和乐队，
连演7场。

此外，保利大剧院的水景剧场，将在3
月21日至23日开箱。伴随着2025上海汽
车文化节和F1大奖赛的举行，沪上最大规
模的水景光影秀“一城风雅 我心向往”又
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感官体验。打造文旅商
体联动，购票还可享F1赛事专属优惠。同
时重点打造“文旅年”“非遗年”，延续去年
起每月一场的特别场演出，拓展到“非遗”、
国潮类可互动类项目，例如打铁花，火秀，
杂技秀，无人机表演等。

当《银锭桥》遇见《芝加哥》

保利大剧院这个“春之季”硬货满满

友谊与艺术难分高下？
话剧《艺术》用一场“吵架”映射人性的微妙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搬新家

欢乐“艺”起来 海派喜剧再出发

发布会现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剧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