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负重前行，上海民营院团当家人如是说———

“我们不停不等”，明年的新戏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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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也担心，这样的题

材观众会喜欢吗？公演以后发现，

大家很有共鸣，特别喜欢。”今年

夏天，由勤苑沪剧团团长王勤主演

的《银杏树下》作为“首届上海民

营沪剧团原创新编作品展演月”

的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

勤苑沪剧团团长王勤告诉晨

报记者：“继续提升今年作品《银

杏树下》之余，定好明年 1 月底的

九棵树艺术中心档期，试演新戏

《石榴红了》，该剧以去年获第七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上海奉

贤巴士票务员汤晓红为原型，讲述

她用六年时间唤醒植物人丈夫。还

有一部古装剧《酒魂曲》，目前提

纲已经出来了。

今年，同样以“接地气”迎来

高票房的还有上艺戏剧社的滑稽

戏《悬空八只脚》，这部聚焦“养

老问题”的作品在当下老龄化社

会的背景下令观众尤其感到共鸣，

不仅今年在上海的演出一票难求，

在上海优秀民营院团长三角巡演

中也非常受欢迎，当家人袁东瑞透

露：“明年开春 2月 6 日到 9 日在

虹桥艺术中心的 5场也很抢手。”

正在筹备中的新作继续“亲民路

线”，音乐剧《梦想成真》将聚焦

当下的年轻妈妈如何 “梦想成

真”。

新东苑沪剧团的抗疫题材之

作《玉兰花开》赢得好口碑，转眼

年末，关于明年的计划，新东苑沪

剧团团长、《玉兰花开》主演沈慧

琴有许多话想说。

“今年到年底一算，演了 86

场，不得了！发现上海喜欢沪剧的

戏迷特别多。”她同时坦言沪剧的

“老龄化”严重，迫切需要吸引更

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新东苑为此

想了不少办法，今年还把老外观众

请来，“今年我们在虹桥艺术中心

请了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工作

人员看 《玉兰花开》（有翻译字

幕），老外很喜欢，从头看到底。以

色列总领事还跟我们商量，如果防

疫条件允许，这个戏能不能到以色

列去演。”

晨报记者 邱俪华

2020今天就将画上句号，虽然今年经历了剧场停摆的艰难时刻，但是

沪上民营院团并未气馁，不仅交出了漂亮的演出成绩单，更是已经备下了

2021 年的新剧大餐，在日前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各家民营院团的当家人

拿出了满满的“新年菜单”。 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

会长韦芝说：“社会对我们有要求，我们也有自尊，发展也是有目标的。 ”

是的 ，不仅仅是剧目的创作和创新 ，沪上的民营院团还在思考更

多……比如 ，民营院团还应该为上海的文化再做些什么？ 比如，当下的

市场究竟需要什么？ 比如，如何让更多新观众走进剧场？

“昆曲王子”张军多年致力

于昆曲的振兴和繁荣，今年他创

排了新编昆曲 《爱情四季·琴

挑》，探索多元化的艺术呈现和传

播方式。2021 年，新作《牵丝线》

即将亮相，该剧由青年编剧高媛

在同名网红歌曲基础上创作，张

军再度携手导演李小平，通过昆

剧加牵丝傀儡戏的双重形式，体

现艺术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

信念。

徐俊艺术中心的音乐剧《赵

氏孤儿》原定今年 6月在上海演

出，由于疫情几经推迟，目前定档

2021 年 5 月 27 日到 6 月 6 日首

演。《赵氏孤儿》由英国作家詹姆

斯·芬顿同名话剧改编，徐俊再次

携手老搭档作曲金培达、作词梁

芒，这次还研发衍生品，首演同时

将推出唱片与四合一书籍，书中包

含纪君祥原著、詹姆斯·芬顿话剧

英文版、金圣华、彭镜禧翻译版、徐

俊音乐剧改编版。徐俊透露，《赵

氏孤儿》还将在明年 11 月进行二

轮演出，而巡演目前也已有 50 场

定好了。

上海文慧沪剧团每年演出

400多场，近年公演了十多台大型

沪剧，今年重点创排了红色题材的

《早春》，以革命烈士柔石的故事

为主要线索，该剧成为上海民营院

团唯一入选上海迎接建党 100 周

年首批 39 项重点文艺创作的项

目。“疫情之下，民营院团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我们不‘等’，

我们不‘停’，我们的创作和演出

比什么时候都好。”文慧沪剧团团

长王慧莉这样说。

在 2020 年初剧场停摆期间，

晨报记者就专访了上海开心麻花，

当时“麻花”企业文化中的乐观精

神让记者印象深刻，如今已到年

底，上海开心麻花副总经理陈强告

诉记者，2021 年有 3 部新作将与

观众见面。“一部是《命运多米

诺》（暂定名），打磨一年了，用连

环套结构讲述一群小人物追逐名

利，最后发现踏实做人互帮互助

才是生活真谛。另一部是儿童亲

子音乐剧《淘淘球球历险记之课

本大冒险》，提倡素质教育，不唯

分数论。另外还有一部成人喜剧

也还在打磨。”上海开心麻花一直

致力于打造戏剧的全产业链矩阵，

记者了解到，明年两部“老戏”将

以全新形式亮相线上———《皇帝

的新娘》将拍成网络电影《三生三

藏》，目前正在进行后期制作；《了

不起的爹地》也将会改成网剧与

观众见面。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上海民营院团都在打磨多台

献礼之作。

文慧沪剧团《早春》、上海现

代人剧社音乐剧《寒色曙光》、新

东苑沪剧团《七号桥》、彩芳沪剧

团《叶嫂》、安可艺术团话剧《绝

境》以及小韦伯儿童音乐剧团的

《智送鸡毛信》等作品，深入挖掘

本土革命历史记忆，展现上海红色

文化光辉。

谈到音乐剧《寒色曙光》，上

海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介绍：“这

是一部 00 后向建党百年致敬的

作品，回溯了上海奉贤曙光中学

成立党支部的红色记忆，年轻的

演员将通过舞台与革命历史对

话。”

“作为一家创办 16 年的民营

演出机构，我们排演 《灰姑娘》

《白雪公主》，也有责任创作红色

文艺作品，这是《智送鸡毛信》初

衷。”小韦伯儿童音乐剧团负责人

申俊磬没想到，《智送鸡毛信》创

排消息一传开，就收到逾 30 场明

年“六一”期间的订单，暑假还将

在小伙伴剧场演出 12场。

化“危机”为“契机” 红色题材叫好又叫座

“接地气”是票房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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