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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律师》：
拉回金领白领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上海创作出

品的电视剧《 金牌律师》，在东方卫

视独家播出后获得广泛好评，不久前

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季度

推荐好剧目录，被认为是中国当代第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律政剧。它的经验

是什么？上海如何打造出下一部文化

精品？昨天，该剧的创作研讨会在上

影集团举行，各方名家达成的共识

是：“ 电视剧制作不能一味迎合，不能

永远宫斗、永远家斗，否则永远跟不

上老百姓需求”、“ 艾美奖的众多奖

项都被行业剧包揽，只有行业剧才能

把白领、金领拉回电视机前”。

本身是律师的出品人段祺华说，

当初选择这个题材时，就是考虑到中

国还没有真正的律政剧：“ 律政剧一

般来说可能二线城市做不了，只有北

上广这样的城市，才可以做出律政剧

来，从美国来看，大的律政剧也都是以

大城市作为背景拍出来的。”这个想

法得到了高层的支持，而最终的结果

是，除了罕见地被广电总局推介，很多

高层次人士，都会赶回去看这部剧。

他还坦率地说，该剧能得到如此高

的认可，并非就说它拍得怎么好了，而

是社会各界都在鼓励电视剧产业创新，

“ 否则，在这个领域越走越窄，狗血、家

长里短，只能让路越走越窄，而在欧美、

日本，看电视剧的有很多金领、白领，电

视剧领域题材丰富。”

而导演傅东育也说，该剧如果算

成功的话，“ 只是因为它尊重了规律，

就是创作规律、市场规律、艺术规律，

就是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你的收

放缓急之间不是那么的狗血。”

温尼伯皇家芭蕾舞团
带“ 镇团之宝”来沪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1 0月1 8、1 9

日 ， 北 美 最 负 盛 名 的 芭 蕾 舞 团 之

一———加拿大温尼伯皇家芭蕾舞团将

重返上海，用芭蕾舞剧《 罗密欧与朱丽

叶》这一“ 镇团之宝”，为暌违十年的

上海观众带来彰显“ 皇家” 风范的演

出，这也将是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首台与观众见面的芭蕾大戏。

记者还获悉，该团此次中国巡演

的演员阵容中有不少东方面孔。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罗密欧” 一角由原

中央芭蕾舞团著名演员邢亮担任。

徐小凤上海个唱
恐成告别演唱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201 4年，香港

歌坛的指标性人物先后来上海开唱，

从年初的许冠杰，到年中的左麟右李，

1 0月1 8日，徐小凤也将在奔驰文化中

心举办个唱。有迹象显示，这次个唱很

可能是她在内地的告别演唱会。

小凤姐近年已经很少公开举办个

唱，在上一轮内地巡回个唱后，她于今

年3月在红馆连办8场个唱，场场爆满。

而这次在内地，她目前只选择了上海，

没有再办巡演。作为歌坛名宿，小凤姐

早已将个唱作为和歌迷会晤叙旧的方

式而非出于商业目的———上海站在她

看来，也许更多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

会。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粤语

歌在内地的式微。小凤姐表示，当晚，

她将唱遍所有的招牌金曲，让她的豆

沙喉在秋夜温暖所有怀念着那个粤语

歌辉煌年代的观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儿童剧本是寓教于乐

的，但现在有的儿童剧只有“ 乐”，而

没有“ 教”，甚至通过颠覆经典，来传

播负面价值观。昨天第十届上海优秀

儿童剧展演举行主题论坛。专业人士

讲到儿童剧的现状多少感到无奈。而

上海儿童剧创作贫弱现象，也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

品质之忧：
“ 羊怎么能和狼交朋友？”

创立于1 993年的上海优秀儿童

剧展演活动，今年迎来了第十届的大

年。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组织了20部

优秀剧目在全市1 7个区县进行展演，

演出场次超过600场。演出剧目包括

来自山东、江苏、浙江、吉林和上海的

8台参演剧目、8台贺演剧目以及4台

特邀的“ 全国一等奖儿童剧”剧目。

这些优秀儿童剧的亮相，在让孩

子和家长为之惊叹的同时，也突然明

白了一点：平时他们还是看了不少劣

质儿童剧的。近年为了促进儿童剧发

展，有关方面制定政策，要求学校每

年组织孩子观看一定数量的儿童剧。

在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看

来，这固然很好，但究竟拿什么样的

儿童剧奉献给孩子，这是一个更为关

键的问题。不能将政策变成推销劣质

作品的手段。

在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原会长

蔡正鹤看来，现在一些儿童剧确实质

量堪忧，不仅制作粗糙，而且传播的

内容有问题。“ 现在有的儿童剧竟然

说狼是好的，鼓吹羊和狼交朋友。羊

怎么能和狼交朋友呢？主创人员为了

制造‘ 颠覆性’效果，向孩子传播错

误的价值观。儿童剧应该是寓教于

乐，健康向上。”

韦芝认为，现在有些儿童剧呈现

出成人化或幼稚化倾向。无论是超出

孩子接受能力的成人化语言，还是连

孩子都不屑的幼稚故事，都显然无法

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儿童剧寓教于

乐的设想只会落空。

数量之困：
儿童剧不只是儿童剧团的专利

记者注意到，上海优秀儿童剧展

演活动举行了1 0届，演了全国1 50多

部儿童剧，但参演的上海本土儿童剧

寥寥无几。本届展演经过多方努力，

才让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一部《 成

长的快乐》成为开幕剧。这是上海儿

童剧21 年首次成为开幕剧。当然这也

说明，上海儿童剧还不够“ 优秀”。

这确实很令人费解：上海有专业

的儿童剧团，有专门的儿童剧场，有

辉煌的儿童剧创作历史。但近年，这

座城市的儿童剧创作却略显贫弱。上

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活动发起人之一、

原儿童剧展演组委会办公室秘书长

吴明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儿童剧

近年的贫弱，固然与创作人员减少有

关，但更重要的是剧种的贫瘠。“ 过去

每次办儿童剧展演，上海很多剧团都

认为此事与己无关。儿童剧不只是几

个儿童剧团的专利，它也可以属于其

他剧种。”

在吴明德看来，上海有许多优

秀剧团，如果都来致力于儿童剧创

作，那上海儿童剧的局面将为之一

新。据了解，此次儿童剧展演，上海

昆剧团破天荒地携昆曲《 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参演。而由上海一家民

营公司制作的现代少儿京剧《 少年

中国梦》也在参演之列。这些都被

认为是上海儿童剧实现多剧种化的

一种尝试。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的阶梯教室，小朋友们的尖叫声和掌

声，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过程中，从未

停止过，老师们也是一边堵着耳朵

笑，一边盯着节目看。这是有“ 韩国泡

泡秀第一人”之称的李延植，在表演

《 泡泡J 的不可思议泡泡秀》，近日，

该节目正在徐汇区的诸多小学巡演。

在我们的业界都在担忧儿童剧的生

存发展时，我们的邻居，已在走一条

新路：进校园。能否进？怎么进？进哪

些？青年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一线演出商。

“ 其实，我们的校园，很欢迎儿

童剧进来，因为现在素质教育提倡

‘ 文化进校园’，包括电影、儿童剧、

木偶戏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正好

丰富了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主办方

上海迎风文化的负责人张丽珠女士

告诉记者，“ 不仅仅是我们能进，其

他人也能进。”

以往，校园给演出商的固有印

象是“ 封闭的”，但事实上，进不来

是因为节目太烂，都以说教为主，

孩子们看了能激动的，没几个，“ 对

好的节目，学校愿意掏钱引进，我

们此前在闵行已经走了紫竹小学、

紫竹幼儿园等，几位校长和家长都

给我发短信，说孩子们谈这个能开

心一周！”

像李延植，名气已经非常大了，

甚至成了韩国文化教育协会会长，他

的作品，绝不仅仅是吹泡泡逗孩子

玩，而都是将教育蕴藏在一个个绚丽

的泡泡中。他的主要作品《 库尔的海

底大冒险》、《 库尔的宇宙环游记》、

《 灾难安全教育儿童剧》、《 校园防暴

力音乐剧》，都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

项！“ 在韩国，他也同样走校园，上课

日在校园演，周末在社会剧场公演，

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学习他们。”张丽

珠说。

而进校园，对演出商来说，收益

也能有保证。“ 相对于社会剧场的公

演，在学校演出算是薄利多销，外面

卖三四百一张票，学校也就40元。”她

说，“ 但是，我们一周走两三个学校，

成本比外面也能压低40%，而且风险

大大降低。”

第十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启动

“ 教”与“ 乐”都不能少

进校园，儿童剧的好出路

儿童剧不仅要“ 乐”更要“ 教”。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