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上海沪剧艺术节”有看头
50余场精彩惠民演出深入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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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演出

用上海的声音感时代之变———
近日，“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在浦
东川沙开幕。

沪剧诞生于上海， 发展进程中
立足且融入上海，逐步走向全国。浦
东川沙是沪剧源头“东乡调”的起源
地之一，是沪剧艺术的摇篮。本届沪
剧艺术节将是一次沪剧追根溯源之

旅，同时，它也是一次荣归故里的盛
事， 艺术家们回到这片孕育了沪剧
艺术的土地，用他们的表演和创作，
向这片土地表达最深的敬意和感

激。
沪剧艺术节期间，50 余场沪剧

经典剧目演出、讲座、快闪活动等将
会陆续展开， 这些活动将充分展现
沪剧艺术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除了令人瞩目的开幕仪式和气势恢

宏的交响演唱会， 还会有面向广大
民众的惠民演出和讲座， 这些活动
将为包括川沙在内的浦东人民提供

全方位沪剧体验。

打造演出新空间

“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开幕仪式在川沙戏
曲艺术展示中心启幕。开幕仪式的会场设计独具匠
心，以院落中的天井作为核心，古色古香的戏台、两
层精致的小楼阁和贯穿其中的走廊，完美融合。巧
妙地利用了古镇建筑元素，精心布置了舞台空间。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演出，还在营造馆二楼的阳台以
及对面的小广场上设置了户外演出区域。上海民营
沪剧团与沪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携手为观众
呈现了 4个点位 21 个节目分时段演出，演员们在
具有沪剧特色的迷你舞台上，倾情演绎经典剧目。

营造商业新模式

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主打商旅文融合新范
式，推出沪剧非遗市集、商场快闪、商家消费联动等
拉动消费助推产业发展新举措。开幕仪式当天在广
场设置了文创展示、漆扇、艾草锤、剪纸、面塑五个
非遗体验摊位。与此同时，在川沙老街、新川路沿街
店铺廊道等街镇内设置“沪剧范儿打卡区”，以经
典剧目场景陈列、人物造型展示的形式，吸引了不
少游客拍照留影。上海沪剧院与古镇公司、百联川
沙购物中心积极联动，推出古镇沪剧文化地图、戏
服展示活动，借翼文化营造消费新场景。此外，在川
沙老街的 11 家商业店铺内随处可见联名款纸巾、
联名文创，让古镇的居民、旅游者成为关注沪剧、喜
爱沪剧的新晋消费者。

持续放大溢出效应

在开幕仪式上，上海市浦东新区区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隆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戏曲艺术产业基
地”揭牌。上海沪剧院为川沙镇颁发“东乡调”沪剧
传承基地授牌仪式，对致力于推动沪剧传播发展的
10 位志愿者和支持沪剧文化传播培育的 10 所学

校进行表彰。为继续深化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与
合作，上海沪剧院在浦东新区六个街镇建立共建战
略合作联盟，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各街
镇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共同铺开本土文化
受众面和年龄层，提高沪剧艺术水平，持续扩大
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声浪效应。

首发首演多部作品

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开幕仪式上，原创节目
《古调溯映》的唱词围绕“沪剧东乡调及沪剧艺术
节”进行编写。表演上还原了早期沪剧的演唱，以
“田头山歌”的形式，对上海乡间百姓自娱自乐的
场景进行展现。继而过渡到游园会情境下，老百姓
共赴节日的场景，营造出带有戏剧性的欢乐场面。
大型原创剧目《苏河十八湾》首次对外演出的主题
曲以“苏州河”这一城市符号为切入点，描绘了改
革开放以来水岸巨变的美好生活画卷。大型原创剧
目《陈毅在上海》的经典唱段展现了沪剧艺术的深
厚底蕴和时代精神，表达沪剧与时代、城市、人民的
情感。经典唱段《芦荡火种·智斗》展现了以春来茶
馆老板娘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与汉
奸胡传奎、刁德一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沪语训练
营高阶班小演员的诠释体现了沪剧传承的重要性。
2024上海沪剧艺术节宣传短片《沪声绘影》透

过孩童、青年和老人三代沪剧爱好者的视角，展现了
他们从各自的生活场景中走出，摆脱了日常的节奏。
他们途径川沙的标志性地标，最终在相同的时间汇
聚于古戏台之下，期待着台上精彩演出的启幕。

隆重推出交响演唱会

沉浸式体验沪剧

11 月 16 日晚，《星辉映月 沪韵悠长———沪剧
交响演唱会》在川沙影剧院拉开序幕。《上海声音
耀浦江》《金沙江畔·金明赶路》《星星之火·启发
杨桂英》《情探·王魁自叹》《金绣娘·绣出春光无
限好》《芦荡火种·开方、伤员颂》《苗家儿女·话
别》《红梅颂·五洲人民齐欢笑》《芦荡火种·智斗》
《黄浦怒潮·三封信》《回望·生死临界点》《红灯
记·壮志凌云、父女会》《敦煌女儿·守望理想》《日
出·重逢》《陈毅在上海·稳立浪尖看苍穹》等经典
沪剧唱段在交响演唱会中倾情开唱。交响演唱会承
前启后，不仅是对沪剧历史的一次深情致敬，同时
也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沪剧新生代是实现沪
剧事业发展继往开来的生力军，他们的成长与蜕变
在这次开幕式交响演唱会的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现。
通过这次演出，新一代沪剧人也向观众展示了他们
的初心与使命，坚定地肩负起传承与创新沪剧艺术
的重任。

此外，“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的闭幕式将于
12月 4 日在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整场
演出以历史命题为序幕，分为“溯源回声”“经典留
声”“海派潮声”和“时代号声”四个部分，深入探
讨“上海的声音”的丰富内涵。

沪剧回娘家 送戏到基层

沪剧，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
感。通过将沪剧艺术带入基层，不仅能够丰富农村
的文化生活，还能推动沪剧艺术的普及和传承。这
不仅是对文化自信的生动展现，也是对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有力实践。
“回娘家”是沪剧表演艺术家们对“根”的一

种反哺。通过“家门口”的演出，让观众们能够享受
到专业水准的好戏。上世纪 80 年代，“沪剧回娘
家”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倡导发起，曾持
续举办十年，一直是上海沪剧院的优良传统。2015
年把“沪剧回娘家”活动扩展提升为上海沪剧艺术
节，汇聚长三角沪剧院团力量，将优秀传统文化输
送到千家万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024 上海沪剧艺术节”期间，上海沪剧院携

手宝山沪剧团、长宁沪剧团、文慧沪剧团、新东苑沪
剧团、彩芳沪剧团、紫华沪剧团、勤苑沪剧团、展文
沪剧团、海梅艺术团、天豪琴悦沪剧团、勤心飞扬沪
剧中心、苏州艺芳缘沪剧社、太仓群贤沪剧团、长三
角等地沪剧沙龙，以及乡镇共建代表、学校共建代
表等带着从田头“嫁”进大都市的沪剧回归市郊
“娘家”，奉献多场经典折子戏演出及沪剧讲座，将
经典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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