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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百姓小剧场” 人人都能当演员
□记者 朱杰

在曹家渡社区活跃着一支群众演员团
队，成员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他们既不是专
业背景出身也没有老师指导，完全靠的是自
己对社区的热爱和心中的责任感，让他们所
在的剧社成为曹家渡社区的一张闪亮名片。
每当他们登台亮相时，迎来的是社区居民的
掌声和点赞。让社区居民收获幸福感，传播正
能量是他们的使命所在。

剧社取名成偶然
情系社区为民想

2012 年，曹家渡街道根据社区居民对心
理健康的需求，正式立项社区减压项目，通过
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形式，并由上海阳
光精神心理康复服务社承接，作为子项目的
百姓剧场也孕育而生。最初，百姓剧场是以心
理剧为主，并邀请心理老师参与其中，目的是
在社区引入专业心理辅导，帮助有这方面需
求的社区居民。但因心理剧的舞台表演和情
感表达，和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距离，导致
节目反响不是很好。2013 年，阳光社减压项
目组调研后决定，从社区里挑选一批有表演
潜质又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加入百姓剧场
的演出团队，演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同年，百姓剧场正式更名为“爆米花”剧
社。说起剧社改名，还有一个小故事。团队负
责人唐培发老师告诉记者，虽然成员们都是
退休老人，但谁也没坐在家里闲着，到老年大
学上课，当社区平安志愿者，参加街道合唱队
的排练等等，让他们的业余生活得到充实。平
时，大家都是挤出时间排练，有时甚至错过了
饭点。有一次，他在街边小店买了一袋爆米花
带到排练场地，分给大家当做点心吃。不知谁
说了一句，“剧社名就叫爆米花吧”。

唐培发说，爆米花的名字既简单好记又
朗朗上口，借爆米花之名寓意分享，在社区里
传播正能量，让广大社区居民在观剧同时，收
获幸福感和归属感，对社区多一份关心，对身
边人多一份友善，为构建和谐社区贡献力量。

6年间，剧社团队为社区居民带来多场
印象深刻的节目演出。团队成员许妙君记得，
第一场演出内容就是关于如何改善婆媳关
系，在剧中她饰演了一位新上海人的上海婆
婆。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还特意找了几个家
里有新上海媳妇的家庭了解情况，从中准确
把握角色之间的关系。

在已经上演的剧目名单里，记者看到有
改善邻里关系化解矛盾的，有科普交通法规
倡导文明出行的，有防电信诈骗的，演出的故
事都来自居民的实际生活，让大家感同身受。
去年，为配合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成员们

编排了一部《身边的雷锋阿叔》，收获社区居
民的集体称赞。每年，街道会同社会组织根据
居民的反响和需求，对减压项目和子项目进行
调整或新增，政府与专业社会组织同心合力，
让项目服务更加贴近居民需求。2015年，“爆
米花”剧社更是荣获了曹家渡街道优秀社区
志愿者团队荣誉称号，以及第一届静安区社区
生活服务中心优秀社区服务项目荣誉。

以演代练场场新
百姓眼中大明星

按照《曹家渡社区减压项目》要求，剧社
每年需要排练 2部新剧，并在辖区公共活动
场地进行 4次巡演。同时，老剧和新剧一起作
为巡演节目，贯穿全年。内容接地气，有人情
味是“爆米花”剧社的最大特点，剧社也因此
吸收了一大批粉丝，几位剧社成员也成为了
居民眼中的社区明星。
目前，剧社成员有 10 人，核心成员 5人。

由于不是专业科班出身，所以成员们在排练
时并不是背台词，而是将自己还原角色所处
的情景中找感觉。剧社编排新剧是从写故事
大纲开始，经过集体讨论构思出整体架构。之

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特长选择角色。没
有事先设计的台词，而是以每次排练为基础，
通过排练让大家增加熟悉度，每次排练都有
新内容添加进来。从构思到排练，再到最后登
台演出，一部新剧的诞生往往需要 3个月。电
视、广播、报纸，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小区里的
所见所闻，都成为剧目的素材和演员的灵感
来源。

在当前演出的剧目中，除《一颗苹果树的
故事》这部讲述百善孝为先的家庭伦理情景
剧外，其余剧目都采用了纯沪语对白。舞台上，
演员们用生活化的语言真情流露，感动了无数
社区观众。社区居民在观看过程中，也会不由
自主地进行联想，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徐蓉珍老师说，每次演出都是对自我的提升。
在剧社成员看来，每次演出都有所收获。

巧的是，几位核心成员在退休前都是教
育工作者，是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也是心中的那份责任感，让他们用表演的方
式展现真善美。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他们是一
群幸福快乐的老年人，加入剧社当群众演员
让他们越活越年轻。将来，剧社还有望开设自
己的工作室，招募培养年轻人，让“爆米花”
剧社的牌子继续在社区中发光发亮。

部分剧社成员合影

““爆米花””剧社演出现场 剧社成员排练剧社荣获优秀社区志愿者团队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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