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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四届上海国际喜剧节
上周末在ET聚场落下帷幕，由上海
滑稽剧团推出的滑稽戏《哎哟爸爸》
作为闭幕大戏。本届上海国际喜剧
节自11月3日开幕以来，历时29天，
在申城上演了 17 部精彩的展演剧
目，共计60多场演出，为市民们提供
了一个欣赏优秀喜剧艺术、接触顶尖
喜剧作品的平台。

《哎呦爸爸》是上海滑稽剧团献
礼建国70周年之作，由滑稽名家钱
程领衔主演。《哎哟爸爸》聚焦于养老

问题，讲述居住在申海社区某号201
室和202室的两位独居老人，用各种
各样的奇思怪想吸引忙碌的孩子回
家陪伴自己的故事，将现实的养老问
题、赡养问题摆上桌面，引发观众的
思考。滑稽戏的笑声背后蕴含着对
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哎哟爸爸》可
谓是上海滑稽剧团继《皇帝勿急急太
监》后的又一精品力作。

本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充分展现
了喜剧的多样化。喜剧节艺委会主
席陈佩斯带来的四部大戏《托儿》《阳
台》《老宅》《戏台》自然是喜剧，滑稽
戏《哎呦爸爸》也是喜剧，聚焦亲子教

育的金炜脱口秀《潮童家长会》是喜
剧，京剧院小丑挑梁作品《小吏之
死》《草芥》、越剧作品《王老虎抢亲》
等传统戏曲也有喜剧的成分。甚至
百老汇“生活打击乐鼻祖”《STOMP破
铜烂铁》也被归于喜剧。

明年第五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将
深入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喜剧节、加
拿大蒙特利尔喜剧节、爱丁堡艺穗
节等机构的合作，将更多海外喜剧
佳作带上上海的舞台。同时，还将
和黄浦区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联
动“演艺大世界”的剧场和演艺文化
资源。

升级版民族舞剧
用心表达非遗文化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舞动长宁·第
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近
日正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进行终评。
昨天，首部以国家非遗“广东醒狮”为
主题的舞剧《醒·狮》亮相。记者获悉，
该剧经过5年的筹备、13次剧本改动、
半年多连续排练，今年9月首演后，又
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升级”打造后，才
赴沪争夺“荷花”。中国剧协副主席、
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曾著文称该题材在
传统文化脉络和本土文化传承的创新
和创作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
性，极其难得珍贵。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品、广州歌舞
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醒·
狮》以凸显本土、彰显传统为用意的文
化制作。剧作取材自广州三元里抗英
历史、承载与贯穿全剧的岭南狮舞、萃
取广东民间舞蹈和南派武术的舞段编
排、融会广东音乐与粤剧曲艺的乐曲
篇章、具有浓郁岭南节庆民俗和广府
市井风情的舞美设计，以及围绕该剧
的各类“周边”，无一不是从乡愁出发，
以南粤文化为招引，在新与旧、传承与
创新的发展中焕发出新时代的生命
力，成为新的记忆、新的乡愁。

2日晚，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德国
柏林艺术节剧院。当台上两名中国
昆剧演员出来谢幕时，欢呼鼓掌的观
众们起立喝彩致谢，直至幕布第五次
落下……当晚，上海昆剧团《临川四
梦》之《牡丹亭》在柏林结束演出，现
场气氛热烈。

受柏林艺术节之邀，上海昆剧团
12月1日至2日为当地观众带来一
场中国戏曲文化盛宴，首次在一个周
末的时间内完整呈现明代剧作家汤
显祖的“四本大戏”《临川四梦》：《紫
钗记》《邯郸记》《南柯记》以及最广为
人知的《牡丹亭》。

据了解，上海昆剧团此次派出30

位老中青表演艺术家和25人的乐队
阵容。为配合此次演出，柏林艺术节
剧院还在每场演出前举行昆曲艺术
导赏讲座，邀请德国研究戏曲、汉学
和当代戏剧的专家学者、知名戏剧导
演讨论东西方戏剧互鉴以及昆曲的
传统与创新等话题。

2日晚，设有上下两层观众席的
柏林艺术节剧院爆满。不少观众早
早来到剧院参加导赏讲座，了解中国
戏曲的角色、演员动作的象征意义以
及《牡丹亭》的故事梗概等。

正式演出时，全部台词都翻译成
德文在现场展示。借助事先的讲解
和德文台词，现场观众看得津津有

味，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
“太精彩了！”当地观众拉拉·梅

桑特演出结束后激动地告诉新华社
记者，欧洲人欣赏《牡丹亭》共鸣远远
大于障碍。“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只是
东西方呈现的形式不同。西方用更
加外露的方式表达人的感受，而中国
戏曲是用很多不同风格的形式去表
现，非常有趣。”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此次
演出展现的不仅是《牡丹亭》或中国
昆曲，还有中国对文化的尊重，对传
统的保护和中国当今的发展。

据新华社电

第四届上海国际喜剧节闭幕

原创魅力呈现 明年打造新格局

昆剧《临川四梦》惊艳德国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