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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乐揭幕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活动
演出现场奏响交响乐作品《我的祖国》

本报无锡10月15

日专电 （记者姜方）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10月

15日晚的无锡大剧院

里， 英国爱乐乐团在

艺术总监佩卡·萨洛

宁执棒下，奏响根据电影《上甘岭》主题

歌《我的祖国》改编的同名交响乐作品。

随着熟悉而动人的旋律响起， 第二十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开幕演

出的现场气氛被推至高潮。

“虽然这首《我的祖国》排练时间不

长， 但它美丽的旋律和英雄的气概让人

感动。 ” 英国爱乐乐团低音提琴手迈克

尔·富勒演出前告诉记者，这是乐团第一

次来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开幕演

出中，英国爱乐还奏响了拉威尔的《鹅妈

妈组曲 》、柴可夫斯基的 《D大调小提

琴协奏曲》等多首西方经典。

据悉， 本届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活

动总计117场，其中包含36场精品舞台

剧目演出、56场群众文化活动、25场展

览博览和民营文化场馆展示活动，涵

盖“精品舞台剧目演出”“梦想艺术汇”

“戏曲票友天天演”“艺术品博览交易

与展览”“社会文化场馆艺术展示”“特

色群文团队展演”“国际友城无锡行”

等特色板块。

今年无锡分会场开幕演出和闭幕

演出分别由英国爱乐乐团和古巴国家

芭蕾舞团带来。 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

团、立陶宛国立室内乐团、加泰罗尼亚

音乐宫合唱团, 帕沃·雅尔维、 罗曼·

金、马克西姆、布尼亚季什维莉、西蒙·

哈尔西等名团名家将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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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老剧场化身摩登戏曲实验场
长江剧场昨正式开门迎客，红黑两个“匣子”为戏曲提供最先锋孵化平台

“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又增添

一位年近百岁的“新成员”。 继今年中

国大戏院重新开门迎客后， 拥有近百

年历史的长江剧场也在昨天正式对外

揭开面纱。 从昨天发布的开幕演出季

内容可以预见，“红匣子”“黑匣子”两

个小剧场将成为戏曲人探索创新的

“实验场”， 让古老的戏曲与先锋的剧

场形态、舞台硬件碰撞出火花。

前世今生，绕不开一个“新”字

在昨天的开幕现场， “红匣子”

里， 镜框舞台上两个学龄童有模有样

地唱着黄梅戏 《天仙配》， “黑匣子”

中越剧舞台上的 《十八相送》 在光影

变化中， 一下子有了未来感。 据长江

剧场总经理夏天介绍， 长江剧场在改

造中一分为二， “红匣子” 和 “黑匣

子” 的观众容量分别为 230 人和 100

人 。 前者采用传统剧场的镜框式舞

台， 不过其观众席最远观剧距离不过

10 米 。 取消了传统剧场的斜坡式座

位排列， 为的是令观众席可随内容和

体验形式采取灵活的座椅摆放方式。

而 “黑匣子 ” 的突破更为彻底 。 11

块升降台的组合打破了舞台观众席分

割的传统剧场概念， 而搭配全方位转

动升降的灯景吊杆系统， 令整个观演

空间融为一体。

长江剧场如今的先锋实验其实有

迹可循 。 95 年前这里也曾是戏曲人

迈进现代剧场， 戏剧人用创作反映时

代变迁的重要阵地。 长江剧场的前身

是 1923 年建成的卡尔登大戏院。 这

座建筑与毗邻的国际饭店一样， 都出

自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之手。 这剧场

见证着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阮玲

玉演唱了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 《万里

寻兄词》； 上海戏剧界抗日救亡协会

宣告成立； 周信芳组织的移风剧社，

上演 《徽钦二帝》 《文天祥》 等多部

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 而更名为长江

剧场后上演的首个剧目， 即是袁雪芬

领衔的 《西厢记》， 在剧本和演出上

的革新令业界侧目……而这里也曾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摩登青年心中的戏

剧大本营， 黄佐临、 费穆、 朱端钧等

均活跃在此 ， 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雷雨》 《日出》 在此公演产生轰动。

前世今生 ， 这座有着近百年历

史的剧场见证着戏剧戏曲人不断锐意

开拓 ， 与城市 、 时代共同发展的风雨

历程。

先锋创新，离不开一个“敢”字

让古老的艺术语汇与最前沿的技术

手段相互映衬， 时空的两个端点在这个

剧场被连接。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

于一般镜框式舞台的千人级剧场， 改造

后的长江剧场， 无疑是对沪上戏曲缺乏

创新性、实验性场地的一个补充，为青年

艺术家对舞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

性发展提供舞台。 在昨天的开幕演出季

节目单中，京剧《京探》、昆曲《牡丹亭》、

评弹《繁花》《唐三彩》《四大名著》、爵士

歌仔剧《许仙》、《田耘社》相声专场、《天

真自得 2.1》古琴昆曲新媒体电子音乐会

横跨多个剧种与融合样式。

有了场地的支持， 敢不敢、 能不能

“玩”出新花样，把最新的舞台技术运用

到极致，呈现全新面貌，还考验着青年戏

曲人的艺术创想。早在国庆假期，率先在

长江剧场“黑匣子”演出两场个人专场的

李旭丹深有体会。尽管上半年，她的《闺·

show》在另一空间有过演出经历，可一走

进“黑匣子”，前所未有的环绕落地式幕

布一下子激发了团队新的创想。 演出当

晚， 三面多媒体时而营造远山含黛的悠

远， 时而是漫天星斗为神话故事带来神

秘色彩， 氛围的包裹为观众带来沉浸式

的体验。

据运营方上海星在文化传播公司董

事长朱寅介绍，长江剧场还划分艺无界、

笑剧场、剧场新秀、戏乐 FUN 等演出品

牌。 其中“艺无界”关注融合艺术，特别

是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跨界 ；“笑剧

场 ”结合海派喜剧渊源 ，呈现国内外优

秀作品；“戏乐 FUN”为青少年观众普及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戏曲未来

的观众。

海派工艺民族乐器找到德国知音

失传千年后被一比一还原，古老乐器瑟首次亮相

本报讯 （记者吴钰）三米多长的中

国古代乐器瑟日前首次经海派工艺一比

一还原后亮相演奏。 “窈窕淑女，琴瑟友

之”，作为曾经是我国古代历史最流行的

乐器之一，瑟销声匿迹已有千年之久。

“中国记载瑟形制的文献较为罕见，

海外虽流传不少古籍， 当地学者却对此

缺乏关注。韩国多年前复原过一款瑟，但

那只是扩大了的伽倻琴 ， 并不符合记

载。 ”从古书中百分百还原瑟的真容，是

古筝演奏家彭丽颖多年心愿。“长方体由

上而下带雁柱， 以手弹奏琴弦的统称齐

特类乐器，瑟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

破瑟为筝， 传入各国才有伽倻琴、 日本

筝、越南筝。”还原瑟，也为促成齐特类乐

器在中国进行标准化， 彭丽颖多地考证

了 12 年，将一批批影印资料带回国。

在中国，不仅制瑟工艺失传已久，在

中华大陆甚至已无能弹奏的这一古乐器

留存。复制瑟，尤其是超过学术概念进入

实物弹奏阶段的复制， 成为多年来音乐

史学者与乐器专家们心头的一个难题。

“完全按照古代制弦方法， 琴弦一弹就

断。 ”彭丽颖介绍。 许多音乐学院的专家

教授都曾尝试对瑟进行复原， 但成果并

没有普及。现代乐器普遍按标准音调弦，

瑟如此庞然大物， 传统丝弦的张力无法

满足其音量要求，琴码也难以稳定。而如

果采用古筝的琴弦， 又如何体现瑟与筝

的音色区别？

不少地方也有研制缩小版瑟的尝

试，但彭丽颖认为缩小版不够理想，因

为只有一比一还原才能恢复 《圣门礼

志·圣门乐志·文庙礼乐考》《宋史·乐

志》《宋书外国传译注》等记载，更能让

瑟推动现代民族音乐发展：“民族乐团

目前的低音伴奏乐器以贝斯为主，还

原瑟的共鸣箱体积很大，未来在乐团、

实景演出中可以成为弹拨乐的低音

‘担当’。 ”

瑟种类繁多 ，此次在中国 (上海 )

国际乐器展览会上亮相的是雅乐 25

弦瑟。 这也是彭丽颖掌握资料最全的

一款，即便如此，诸多技术难点也让上

海民族乐器一厂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

就进行了三版改良。 古筝制作大师李

素芳改变定弦法， 又以新材料定制义

甲，才让还原瑟发出了介于古筝、古琴

之间的独特乐音。

“中国乐器中也很难听到如此淳

朴、古老的声音。”德国作曲家、汉学家

贡德曼听后表示。 他多年醉心中国民

乐，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上海民乐制

造品牌近年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海

外知音也越来越多。贡德曼透露，海派

工艺造型精美的民族乐器让 “德国小

朋友特别喜欢”，2016年底他在德国汉

堡举办海派民族乐器“神秘音韵展”反

响出乎意料，未来将继续在法兰克福、

柏林等城市推出巡回展览。“上海研究

欧洲的交响乐已经有一百多年， 我们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文化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苦情戏”过时了？不仅是代际审美有落差

电视剧《娘道》高收视低评分引发热议

最近，电视剧《娘道》的遭遇，撕开

一道代际审美差异的口子。

这部在两大卫视平台黄金档播出

的作品，收视一直保持同时段前三，十

分制的豆瓣评分却只拿到 2.8，是导演

郭靖宇所有作品中评分最低的一部。

与早年“雷剧越骂越火”的逻辑不

同， 低分与高收视的矛盾几乎是一场

两个年龄段群体间的角力———豆瓣中

的“文艺青年”大多看不惯剧中略显陈

旧的“娘道”，纷纷打出超低分，导演郭

靖宇本人也直言， 这个传统的故事服

务的是“不会买网络会员、只守着自家

电视、收入也不是很高的传统观众”。

有学者指出，《娘道》 引发的巨大

代际审美差异， 实则蕴含着当下观众

对女性命运更积极更广阔的思考。 从

目前的高收视看， 电视剧投合特定人

群心理的细分制作理念， 是明智的市

场选择。 然而，要形成真正留得下来、

传得开去的经典， 还需多一点基于真

实人性的提炼以及符合时代语境的思

辨性考量，少一点情绪上的刻意投合。

靠忍与自我牺牲完成
的道德实现不再符合青年
欣赏趣味

青年文化学者周红丰的博士论文

选题恰是 “女性观众研究”， 在她看来，

《娘道》 不符合当下语境的道德答案，是

激发青年人吐槽的关键。

《娘道》以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通

过主人公瑛娘与五个孩子间聚散离合的

传奇故事，揭示了母亲的伟大。 导演说，

片名“娘道”的含义是生而无求，哺而无

求，养育而无求，舍命而无求，简而言之

就是母亲对孩子无悔无私的付出。 这也

是《娘道》的中心思想。

只是，片中隐忍、无私、逆来顺受、甘

于牺牲……在道德层面上所谓的 “娘

道”，让一些青年观众感到难以理解。 比

如 “我这条贱命算什么， 一定要生出儿

子”的台词，以及女主角“卑微到尘埃里”

的生活态度。她面对婆婆、妯娌的百般刁

难，总是一味忍让，甚至在得知丈夫少爷

的身份后，立马对其感恩下跪……

与《娘道》中“一言不合就落泪，一声

不吭就下跪”相反，《延禧攻略》《如懿传》

等近期被青年观众追捧的作品， 让剧中

清朝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更有现代

感。 比如魏璎珞为了自己的前程一心要

争取上位；即便是相对被动的皇后如懿，

也会因为对丈夫乾隆的失望， 主动断发

休夫。

一方面是坐在客厅电视机荧屏前但

“在网络中沉默的大多数” 撑起的高收

视， 另一方面是网生代青年 “抵抗性观

看”导致的口碑塌方，对此，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从不同人群

的影视欣赏习惯角度给出了分析。“上

了岁数的人在欣赏习惯上更具个体

性， 观剧更多从个人经验与认知体验

出发，不会太受外部舆论影响；青年网

生一代则更注重群体性与呼应感，不

喜欢就表态再彼此感染是常态。 ”

“投合某个年龄段”是
传播优势也是品质软肋

可以说，《娘道》的收视成功，恰恰

证明了以年龄段作为划分标准的网

络、 电视产品规划理念的可行性。 只

是， 刻意投合一类审美情绪的文艺创

作，是收视成功的唯一保证吗？

近年来， 《琅琊榜》 《北平无战

事》 《人民的名义》 等一批真正优秀

的剧作， 往往凭借符合历史逻辑的沉

稳叙事 ， 以及主人公热血的正义情

怀， 赢得来自不同年龄段的赞誉， 在

网络口碑与收视数据上皆获佳绩。 相

反， 为某一人群 “定制” 的作品， 即

使可能因话题火红一阵， 真正能成为

经典的却很少。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晓文

看来， 《娘道》 对传统审美的过分投

合， 恰恰成了其艺术表达上的软肋。

“女主人公一切为了宗族、 一切为了

后代的人物设定， 可能契合了老一辈

人的某种传统道德印象， 但这样的极

端化人物在过往也是极为罕见的， 并

不足以成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样

本 ； 此外 ， 这部电视剧的主线很简

单， 却为了突出人物的传奇性与剧情

的看点， 将巧合、 误会与冲突安排得

过分密集， 刻意雕琢的痕迹很重， 让

人难以信服。” 在陆晓文看来， 《娘

道》 的低评分与文本上的先天不足也

不无关系， 还真不能简单归结为触到

了青年人的情绪 “逆鳞”。

“为投合某一群体而进行的创作，

通常难以将人类共通的情感加以贯

穿。而将人物吃透描准，基于真挚感知

的作品往往能够跨越题材， 让不同生

命阶段的观众产生共鸣。 ”周星提醒，

目标受众明确没有错， 但想要留下经

典，创作者不妨少一点投合之意，多一

份对真挚情感与艺术体验的追求。

在洛杉矶的中国庭园里，看赖声川造“梦”
以古典园林为场景的浸没式戏剧《游园·流芳》全球首演

在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里坐落着一

座中式古典园林 “流芳园 ” 。 它占地

4000 平方米， 抱水而建的亭、 台、 楼、

榭 、 桥完全复刻了典型的明代园林风

貌 ， 成为本土以外最大的中式园林建

筑。 中国文化的风雅， 和深入细节的精

致仿佛是一块巨大的磁石， 让流芳园成

为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去处。

日前， 著名导演赖声川编剧、 执导

的戏剧新作 《游园·流芳》 在这座园林

中上演。 该剧联合加州艺术学院和亨廷

顿图书馆共同制作， 并力邀上海昆剧团

艺术家加盟。 赖声川用精巧、 严密的戏

剧结构， 诗化的全英文写作， 把中国文

化编织进了这个西方国家的园林中， 创

造了一个跨越东西方的瑰丽梦境。 首轮

演出一共上演 31 场， 从 9 月 21 日演出

至 10 月 26 日。

在园林夜色中“沉浸思考”

“任何空间都可能是戏剧演出的空

间。” 赖声川说， “把窄小而弯曲的桥

梁作为一场戏的演出空间， 挑战当然很

大， 但最终可能得到的收获更大。”

1988 年 ， 赖声川在台湾中影文化

城的一个四合院里改编了塞缪尔·贝克

特作品 《落脚声———古厝中的贝克特》，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做环境戏剧， 非制式

剧场空间的灵活性 ， 给了他很多的启

发 。 2014 年乌镇戏剧节 ， 他在白莲区

的两栋古宅里定制了一个类似的作品

《梦游》， 这一次， 除了专业的话剧表演

外， 还首次引入了昆曲唱段的演出。

时隔两年， 当赖声川遇到亨廷顿图

书馆里的流芳园 ， 他脑海中繁密的创

想、 灵感， 仿佛遇到了落脚之处。 这座

由 70 多名苏州能工巧匠建造的古典园

林， 亭、 台、 楼、 榭、 桥凭水而生， 完

全能够容纳一个复杂的、 规模较大的浸

没式戏剧 。 “它和夜晚的神奇非常相

配。” 赖声川笑道。

近两个小时的 《游园·流芳》 分东、

西双线同时进行， 一队观众走顺时针，

另一队走逆时针， 两队人马将在剧情的

中点相遇， 而后再度分开， 看完整个故

事。 整个流芳园被设计成九个场景。 与

一些浸没式戏剧不同的是， 赖声川强调

作品的文学性， 《游园·流芳》 的叙事

是非碎片化的。 因此会有专门的引导官

指引观众从一个 “舞台” 到另一个 “舞

台 ”， 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随意行动 。

复杂的剧本结构， 考验着调度的精准和

时间计算的精确 。 而观众随着移步换

景， 扑朔迷离的故事将在眼前变得逐渐

清晰， 感受层层丰满起来。

一折中国昆曲折服所有观众

“天下女子有情， 宁有如杜丽娘者

乎 。” 汤显祖创作于 1598 年的 《牡丹

亭》 具有极其强烈的情感震撼力， 在这

个经典的爱情悲剧中， 汤翁既为天下有

情人塑像， 也非常浪漫地探讨了关于时

间、 生死和存在的种种问题。

赖声川用东西方两种语境， 共同呈

现了 《牡丹亭》 的故事。 东线、 西线各

演绎一个版本， 一个是身着古装的 “中

国版”， 而另一个是以 1920 年代洛杉矶

为背景的 “加州版”。 基于传统 《牡丹

亭》 的故事， 赖声川进行了大胆的改编

和再创作。 “打造 《游园·流芳》 是为

增进跨文化的理解做出努力。 不同文化

之间， 可以碰撞出瑰丽、 奇迹和许多耐

人寻味的思考， 最终达成某种精神层面

的共识，” 赖声川说： “让中西方观众都

能产生共情， 是我的初衷。”

作品中充满了东西方的 “和弦 ”。

例如， 东方的故事中， 配乐是一缕清魂

笛音； 西方的故事里， 吉他波动心中涟

漪。 赖声川还力邀上海昆剧团的演员和

琴师加盟演出， 他们会在东、 西线的中

点———清越台上， “复活” 美丽哀婉的

“杜丽娘”。 《离魂》 一曲， 真真切切，

当真令人断魂心痛。 当身着戏服、 美丽

哀怨的 “杜丽娘” 袅袅登场， 整座园林

“活” 了起来。 上海昆剧院青年闺门旦

演员罗晨雪， 扣人心扉的演唱， 动情处

令人潸然泪下。

此情此景中 ， 古老的昆曲穿越时

空 ， 成为对话中与西 、 古与今 、 真与

幻的媒介 。 观看演出之后 ， 上海昆剧

团团长谷好好觉得深受启发： “这种跨

界合作演出的方式十分新颖 ， 艺术本

就是相通的， 这对昆曲艺术 ‘走出去’，

走进西方观众的视野、 心灵， 是很好的

尝试。”

赖声川用东西方语境，共同呈现了《牡丹亭》的故事。 （加州艺术学院供图）

电视剧 《娘道》 剧照。

荩长江剧场原名

卡尔登大戏院，初建于

1923年， 曾被称之为

“上海第一影戏院”。

（均长江剧场供图）

▲长江剧场首场

演出 《闺·show》李旭

丹个人越剧专场。

▲全新亮

相的长江剧场

以先锋实验的

戏曲戏剧演出

为主，图为“黑

匣子”剧场。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