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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舞台的原汁原味

吴侬软语，上海风情
对土生土长的徐俊来说，上海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特别之处因人而来。“这里的

人特别谦和，骨子里却很有坚定性，拥有契约精神。上海人很讲究，他不会轻易请你去家里

吃个饭，喝个茶。遇事谨慎，连做事的态度也是这样。”

徐俊眼里，上海人的讲究体现在诸多细节。“与人聊天，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上海人不会

马上说出来。他总会说：‘是吗？’这充分体现了上海人的包容性，对某一事件他不会当着你

的面，拼命表现自己的个性，不会对与你意见相左的人，持一味的否定态度，做任何事总是

留有余地。上海人很爱面子，同时也会顾及对方的面子，所以说话时常常会留三分余地，藏

而不露。”

而这些上海人的性格特质，在徐俊导演的恒源祥戏剧“上海三部曲”中贯穿始终，表

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为阔别多年的徐壮图在家

设宴。当时尹雪艳身居中国台湾，天气很热，她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碗冰冻“几得米”（上海

话），就是芡实羹，这是很上海的甜品。这碗芡实羹，既体现了尹雪艳细腻中的讲究，又怀有

深深的乡愁。这种情感的细腻，在上海人中的体现是非常充分的。就像小说原作者白先勇所

说：“尹雪艳就如同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投射，永远不老，她有着上海独有的精致内敛和低调

富丽。”

在这些作品中，徐俊大量运用了上海元素，精致美学。尹雪艳说着沪语，穿着张叔平设

计的精致旗袍，拿着一把雪白的牛骨扇耀眼亮相。戏剧刚一开场，尹雪艳在很多人的注视

下，从楼梯上缓缓踱步而来，舞台当中一把椅子，她定身一坐，打开了扇子。徐俊说，尹雪艳

开口的第一句话，究竟怎么说才地道？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最后他找到了一句最地道的上

海话：“拿（你们）好呀！”只有三个字，既有派头，又很亲切。既有一种高高在上，又能直抵人

心。于是，这部戏的第一场演出，尹雪艳刚说出这三个字时，台下全体鼓掌。为了在语言上更

加精确到位，剧组请了程乃珊的先生来为所有上海演员校正沪语用法。

这种舞台上的原汁原味，就像老北京的《茶馆》，讲的一定是老北京的语言，妥帖，合时

宜。尹雪艳出场，究竟该拿着一把什么样的扇子？剧组为此在民间挑选了无数把扇子，不能

太戏曲化，也不能生活化到不像尹雪艳用的物件。最后他们在杭州王星记扇厂的博物馆里

找到了一把雪白的牛骨扇，当时白先勇老师立刻拍板，“这把扇子是对的。”

海派睿智，上海风骨
如果说《永远的尹雪艳》展现的是上海的风情万种，那么反映旧上海商战的《大商

海》就是一出海派商人的群像，展现刚正不阿的男儿风度和睿智宽宏的沪商胸襟。除了剧

情，紧扣上海的时代背景之外，剧中还使用了评弹贯穿剧情，有一场戏大量使用上海方言。

其中，在《大商海》中有一句街头的叫卖声，“栀子花、白兰花”成为这一场戏重要的时间

线索，推进整个剧情的走向。对徐俊来说，如果不是那么深爱上海，怎么会如此细腻地还原

出所有旧上海的图景。在另外一部反映上海人大爱无疆的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里，勾勒

出了上海人宽广的胸襟和风骨。第二场戏中大量写实细节，还原了上海居民石库门的生活场

景，这些不经意间的舞台设计，如此真实，恍如昨日：有犹太人和虹口居民一起倒马桶，有居

民门口生煤炉，有上海居民教犹太人如何使用搓衣板洗衣服，有大饼油条的早餐，远处隐隐

约约能听到电台里的评弹……类似一些上海旧日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种在场感。

舞台上，这些表现元素和细节拿捏得恰到好处，个中学问与上海人做人的道理相

似，分寸拿捏得当。徐俊说，就像上海人吃大闸蟹，先把盖剥掉，一分为二，是先吃身体的

肉，还是先吃脚？这里头学问就来了。上海人的吃法，就是剥脚，先吃脚。因为脚很容易

凉，凉了口感就不好了。吃完脚，再打开吃肉，肉里的温度也就刚刚好了。这些小学问正是上

海人的生活智慧。

上海人对生活的观察特别细致入微，有研究。已逝的程乃珊老师曾给徐俊讲了个故

事。有一次，程乃珊从家里楼上下来，看到她的邻居，一个大伯伯正在优雅地抹面包，那

个瞬间让她为之感动。彼时，正是文革时期，物质匮乏，哪里还有黄油、果酱？但是刀叉还

在，于是这位洋派的邻居用红色的腐乳代替了果酱，认真优雅地往面包上涂抹。“这就是上

海人。在任何时态下，他都不会丢掉那种‘雅’，他不会因为环境变了，而把这种生活态度放

掉。不能说，这是一种故作姿态，这个瞬间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自己的仪式，它是

上海人骨子里的腔调，是一种讲究。”

My Shanghai
我的上海 戏剧导演徐俊身为上海人，比任何

人都深爱上海，在他的作品“上海
三部曲”中把老上海味道、精致美
学运用极致，从上海风情、上海风
度，再到上海风骨，内核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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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Q&A
Q=生活周刊   A=徐俊

Q:很多细节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尹雪艳的沪语体系

更生活化，还是更艺术化？

A:舞台上的语言一定是要有逻辑重音，这是台词技巧，尽管

大量地使用了艺术化的处理，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化

的表达上来。相对真实，相对生活，但也要有美感。这个度需要拿

捏到位，亦是一种生活的学问。

Q: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汇，来概括上海人的性格，你会用哪

几个？

A:一般人会理解上海人比较精明，我认为精明这个词，其

实不坏。人可以精明，上海人的精明是不会损人利己的，他持有

一种原则，他有判断，也有眼光，他知道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应该如

何拿捏把握。我认为这种精明，其实是不损害你我他的。以前人

家说上海人精明，有些贬义的成分，而我认为这种精明其实挺好

的，这个精明恰恰是体现上海人最准确的表达。我认为这是一种

判断，是眼光，是拿捏分寸的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