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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李坚将挑战音乐“马拉松”

多地巡演奏响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

本报讯 （记者姜方）2020 年是贝多

芬诞辰 250 周年， 钢琴家李坚日前宣布

将于 2019 年至 2020 年巡演上海、北京、

长沙、武汉、郑州等城市，以独奏会的形

式奏响贝多芬 32 首钢琴奏鸣曲，挑战音

乐“马拉松”，致敬古典乐坛伟人。

“当一个钢琴家在演奏作品时，自己

逐渐变得透明直至完全消失， 是我心中

的理想境界。 ”在李坚看来，演奏者作为

诠释作品的媒介， 让作曲家的音乐通过

黑白键活起来，比什么都重要。 “演奏家

需要和不同作曲家的人性打交道，巴赫、

莫扎特、舒伯特、肖邦都是我很喜欢的音

乐家。”李坚从对贝多芬作品与精神的探

索中， 获得了不少音乐乃至人生层面的

感悟。

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可分为早

期、中期和晚期不同阶段。 李坚介绍，人

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如《黎明》《暴风

雨》等主要诞生在中期，这些音乐或热情

或磅礴，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而贝多

芬晚期的钢琴曲具有温柔、悲悯的气质。

李坚表示， 演绎贝多芬全套钢琴曲

的过程， 不仅需要遵循乐谱和严格的音

乐格律， 也需要超越音乐形式的限制。

“好比学校教授给了你节奏、 曲式、 和

声， 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运用

时千万不能死板地执行， 需要入乎其中

出乎其外。 ”优秀的演奏者，会不断进行

自我发问， 找到自己对谱面的注解和答

案，在逐渐增强自信的过程中，形成自己

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 艺术家发挥个性的

前提，在于尊重基本的音乐规则。 “有些

人以为演奏时做些稀奇古怪的表情、动

作，才叫有个性，这是一种误解。 真正的

个性应当有纪律、有组织，更有自己的分

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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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澎湃的浦东开发开放史，是最美的诗情画意
马娜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力作《浦东史诗》完成对浦东崛起和新上海的一次重要书写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 大上海永远

是一部值得书写的史书。 然而有关改

革开放40年来新上海发展特别是世人

瞩目的浦东开发开放史， 却鲜有大作

品出现 。 现在 ， 终于有了解渴的补

偿———由著名作家何建明创作的40万

字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再次让我

们感受到文学书写大上海的艺术魅力。

作为家族四代人都与上海有着血

脉联系的何建明，为了写好浦东发展史，

多次深入浦东各个层面和众多单位，拉

网式采访了当年参与浦东开发的近百

名当事人， 掌握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

料，细致查阅了3000万余字史料，寻访

了当年浦东开发开发的诸多现场。

创作《浦东史诗》的过程中，何建

明秉承了他特有的对宏大事件精到把

控能力和注重细节的艺术叙述风格，

而在书写历史事件与当代人物过程

中，他总能有新的发现和认识，并产生

新颖独特的思考， 从而将波澜壮阔的

浦东开发开放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

精彩纷呈，让人读后无不荡气回肠。

曾经有一种片面认识： 报告文学不

怎么好看，人物和事件容易写得枯燥、干

巴巴。不可否认，当下真正优秀的报告文

学精品力作确实较少。 《浦东史诗》的出

版， 则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什么是出色的

报告文学。 这部作品除了第一次全景式

完整记录浦东开发开放这段激情岁月，

还有一大特点是以诗性和诗意的语言，

完成了对浦东崛起和新上海的一次重要

书写。

别林斯基说：“在活生生的现实里有

很多美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美

的事物只能包括在活生生的现实里。”中

国改革开放40年， 走完了人类其他时代

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

程，这样精彩丰富的活生生现实，应该是

最美的诗情画意。 何建明正是抓住了这

“活生生”的当代现实中最闪烁光芒的浦

东开发开放史， 加之他娴熟深厚的报告

文学创作功力，所以《浦东史诗》的醒目

是必然的。

美的生活，多彩的现实，会让人诗性

勃发。今天，我们站在外滩往东边只需稍

稍看一眼就会忍不住陶醉其中， 作为作

家的何建明已经醉了，因而他的《浦东史

诗》变成了一曲激情的诗赋———

浪漫而深情的讴歌。

毫无疑问，《浦东史诗》 最重要的内

容是第一次清晰筛滤了浦东开发开放的

“前世今生”， 作者满怀深情再现了早期

领导人在酝酿谋划浦东开发初始所经历

的曲折坎坷，以及他们的大谋大智。许多

外埠人一说起上海，挂在嘴边的是“洋气

十足”的时尚一面，却鲜少知道上海发展

尤其是新上海和浦东的崛起， 完全是上

海人用艰苦奋斗的汗水和心血托起来

的。比如书中写到，当年邓小平在中国发

展的历史关头，凝望国际险恶的风云，站

在黄浦江头，一锤定音“浦东开发、开放

好” 的那般情形……作家对历史真实的

抒情叙述， 让已经消逝的历史画面再度

重现，并牢牢烙在人们心头，这就是文学

所呈现的史诗意义。

浪漫而磅礡的艺术叙述。

报告文学所报告的是“活生生”的现

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人真事”，它是

这一文体的特性。 但文学表现真人真事

必须讲究艺术性。 《浦东史诗》可以看作

是表现真实生活的文学范本， 因为它既

讲真实的历史和现实， 更是用艺术的形

式来讲“真人真事”，在读者面前呈现出

的人物与事件都那么栩栩如生。比如，当

年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的 “浦东

赵”、“全权代表”的胡炜、“中国芯”的张

汝京等， 这些当年在浦东建设初期驰骋

风云的人物， 书中生动刻画了他们在如

何打开浦东建设的外部局面、本土格局、

招商引资等难题上的所作所为， 如今看

来仍令人感慨激动。

还有记述迪士尼与上海19年拉锯式

“交情”，情节更是跌宕起伏、环环紧扣，

不逊色于小说的戏剧化。 而“地标之美”

一章中对新上海和浦东标志性几大建筑

的描述，更是独到，有着气吞山河的磅礴

之势。 其中，写632米上海最高建筑上海

中心那一节，作者登高摩天大厦的巅峰，

那与“与天对话，我是‘中心’”的激情，可

谓如诗如歌，淋漓尽致———

呵，那一刻，我抬首望空，随曲游神，

心问：

天在何处？ 何处是天？

天有多大？ 大至何边？

没有回应。 只有詹姆斯的音乐。

稍许，耳畔似乎有人声音在告诉我：

其实，天是未有，天是无际，天是无

穷……

嗯———瞬间，我领悟了：

天，就是我们自己。

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人为什么将最

高的摩天大厦称之为“上海中心”。 因为

这里是上海人看这个世界、追求自我完

美 、实现自我理想 、抵达自我境界的一

个地方。 这个地方通达地心、连至天际，

也就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以及心灵淬出

的世界……

这难道不就是诗吗？ 这难道不是画

和画中的哲思吗？ 当然这还是文学和现实

的情景交汇。作者通过自己的现场感受和艺

术文字，将冷冰冰、固沉沉的建筑物体化作

了舞动的画面与境界， 带读者一起进入那

个诗意的新上海和美丽无比的浦东大地。

浪漫中不失重要发现。

《浦东史诗》的文学意义在于，无论是

对我们重新认识上海， 还是刷新上海人的

自我认识，都带来了一种新的视野角度，可

以说这是作家何建明对上海和浦东的重要

文化贡献。

比如关于黄浦江的认识， 过去大家一

直把黄浦江说成“母亲河”，这是近现代上

海人的一种感情认知。但在作家看来，真正

孕育上海的河流应该是苏州河。 《浦东史

诗》 开篇就引领我们重新对黄浦江有了明

确的新认识。他的笔调极端浪漫，把“浦西”

与“浦东”视为一对因水分离了千年、如今

又重新拥抱在一起的“情侣”，又因改革开

放的伟大时代而“终成眷属”。

于是在这伟大的浪漫叙述中， 何建明

将黄浦江推到了一条洋溢诗意， 充满现实

与未来意义的“爱情河”之上。 这一文学上

的浪漫主义， 或许对黄浦江和整个上海的

世界意义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知

道，世界上那些著名城市，几乎都有一条如

莱茵河、尼罗河一样的“爱情河”。

关于“‘上海’是个动词”，这恐怕又是

《浦东史诗》中让上海人怦然心动的一处重

要发现。“上海”当然是个地名，但最早

的地名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说是谁把

它最早叫出来的？

何建明通过对上海历史的考证和

自己的“吴语”先辈们的语境考证，认

为“上海”二字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的人们对海的认识和海的向往， 渐成

了 一 种 习 惯 性 语 言 和 行 为 ———

“上———海的那个地方去”，日久天长，

“上———海”就成了一个地名。

这种说法据作者解释， 是有依据

的。因为古地吴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常用“上”作为一种行动口语，如“上

街”“上灶”“上汤”云云，皆为动词。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今天的浦东

开发开放， 具有更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所以在作者看来，今天中国人民再一次

“上海”， 是为了强盛伟大的中华民族，

是让国家向世界舞台中心迈进的伟大

行动， 浦东开发开放和新上海建设，都

是这样的一场新的伟大“上———海”。

关于新上海和浦东开发开放的书

写，或许才刚刚开始。《浦东史诗》给我

们提供了一种值得肯定和借鉴的范本

意义，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好作品，带

领读者去阅读、 去认识我们所在的这

座可爱城市。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文艺评论人）

音乐剧《卡门·古巴》沪上亚洲首秀
本报讯 （记者姜方）改编自比才

歌剧《卡门》的音乐剧《卡门·古巴》正

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这是文化

广场推出年末大戏八年来， 首次引进

西班牙语音乐剧作为年末大戏系列的

开幕作品。这部 2016 年的作品不仅在

上海献上其亚洲首秀， 申城也是此次

国际巡演中的亚洲唯一一站。

作为全场唯一一抹 “红 ”，在 《卡

门·古巴》中饰演卡门的卢娜红唇与红

花相映，手持极富代表性的扇子，既征

服了男主角何塞，也征服了全场观众。

作为全球传唱度最高的咏叹调之一，

《哈巴涅拉舞曲》经由这位古巴女演员

之口，变身为名叫《爱情》的唱段，尽管

旋律相同，但更显热辣狂野。 可以说，

音乐剧 《卡门·古巴 》赋予了歌剧 《卡

门》这部经典全新的活力。

在音乐剧《卡门·古巴》中，卡门是位

追求个人自由的古巴女性。上世纪 50 年

代生活在圣地亚哥的她梦想过上好日

子，也渴望体验爱情、经历冒险。 年轻的

战士何塞深陷于卡门的魅力不可自拔，

并为其攻击了一名军官， 于是这对情侣

逃亡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在那里，多情的

卡门引来了大祸……

“卡门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强悍、

性感、崇尚自由的形象。”《卡门·古巴》副

导演马修·科尔表示，他曾前往古巴哈瓦

那， 看到那里有女性在街道的角落里即

兴起舞， 舞毕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前去购

物。 “这画面令人感到很不真实，却也证

明了古巴人的血液里充满着热情奔放的

基因。 ”因此，当多种文化交融产生的拉

美文化，被注入进经典文本《卡门》中

时，激荡出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为《卡门·古巴》编

曲的阿列克斯·拉卡莫目前在百老汇

很热门。 他曾凭大热音乐剧 《汉密尔

顿》斩获托尼奖最佳编曲。这位具有古

巴血统的音乐人， 在比才原有的音乐

节奏中加入了曼波、恰恰等拉美元素。

此外，《卡门·古巴》的舞蹈同样结合了

伦巴、曼波等拉丁元素。

在《卡门·古巴》音乐总监赫克托·

马蒂尼翁看来， 拉卡莫的编曲体现了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带给观众既熟悉

又陌生的新鲜体验。“人们熟知的比才

的旋律一样都不少， 与此同时也将轻

快动人的曼波音乐、 自由奔放的拉丁

爵士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此外，舞台

上 14 人的拉丁乐队运用大量打击乐

和铜管乐器， 为比才的旋律加入了丰

富的古巴本土节奏，使其焕然一新、魅

力四射。

《芝加哥》:黑色幽默藏在性感华袍下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申城首演

原版音乐剧《芝加哥》昨晚在美

琪大戏院开启沪上首演。 这部作品

风靡全球近半个世纪魅力依旧，情

节跌宕、舞蹈热辣。 据悉，该剧囊括

了 50 多个重要奖项，演出超过三万

场，票房收入高达 15 亿美元。

为保证巡演作品 “飘洋过海”

依然保持原汁原味， 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花了数年时间， 联手英国 DIP

制作公司全力筹备， 还从国际班底

精选巡演版演员 。 三名主演的唱

功、 演技均具较高水准， 女主角卡

门·比勒陀利乌斯曾凭借音乐剧

《音乐之声》 获开普敦之花戏剧奖

提名， 萨曼莎·佩欧曾因出演 《芝

加哥》 获得多个专业奖项的最佳女

主角奖， 男主角饰演者乔纳森·洛

斯莫夫曾出演 《剧院魅影》 中的魅影一

角广受赞誉。

作为美国本土音乐剧中与 《剧院魅

影 》 和 《猫 》 相提并论的长寿剧目 ，

《芝加哥》 以其独树一帜的性感风格和

黑色幽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揭开了上

世纪 20 年代美国社会名利场背后的犯

罪暗角。 剧本根据上世纪 20 年代发生

在芝加哥当地的一起真实犯罪事件改

编， 讲述了女舞蹈演员洛克茜·哈特和

维尔玛·凯利犯罪入狱后， 在巧舌如簧

的律师比利·弗林的帮助下， 最终逃脱

死刑的荒诞 、 离奇故事 。 1975 年 ，

“音乐剧巨匠” 鲍勃·福斯将其首次搬上

纽约舞台 ， 轰动一时 。 1997 年 ， 复排

版 《芝加哥》 一举斩获该年度托尼奖包

括最佳复排音乐剧在内的六项大奖 。

2002 年电影版上映后 ， 更是获得了奥

斯卡 13 项提名和六项大奖。

主演乔纳森·洛斯莫夫在接受

采访时说， 《芝加哥》 以黑色幽默

的方式针砭了娱乐至死的态度， 时

而轻松愉快， 时而愤世嫉俗， 至今

仍未给人以 “美人迟暮” 之感。

舞蹈方面， 《芝加哥》 大胆融

入爵士舞、 探戈和踢踏舞等多种舞

蹈风格， 可谓美国音乐剧舞蹈类型

的 “大汇演”。 作为美国音乐灵魂

之一的爵士乐在作品中的运用也是

一大亮点。 该剧用性感的爵士乐奠

定了旋律基调， 活泼大胆， 充满诱

惑， 辅以鲍伯·佛西的编舞， 极富

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 其中风靡全

球的单曲 《爵士春秋》 更是爵士乐

迷、 剧迷口耳相传的经典。 据悉，

上海是音乐剧 《芝加哥》 中国巡演

的第九站， 演出将持续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

书 评

《浦东史诗》

音乐剧 《芝加哥》 充满了紧张刺激、 跌宕起伏的情节。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供图）

上海已成为中国音乐剧最活跃市场
今年1-8月沪上音乐剧演出共计351场，票房逾5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吴钰） 据最新发

布的数据， 上海已逐渐成为中国音乐

剧演出市场中运营体量最大、 市场活

力最强的城市。 中国首个具有专业度

和系统性的音乐剧节 “演艺大世

界———2019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也将

于明年举办，搭建集音乐剧生产、服务

和孵化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全产业链

平台，让上海不仅成为中外音乐剧展演

的码头，更成为音乐剧创作的源头。

外国原版与本土化音乐剧轮番上

演， 在上海已然形成了音乐剧的汇聚

与 “井喷”。 截至今年 8 月， 上海 45

个专业剧场音乐剧演出共计 351 场，

观 众 达 32.3 万 人 次 ， 票 房 收 入

5080.3 万元 ， 涨幅超过去年全年

166%。 开创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 是

对新时代建立文化自信宏图伟略的积

极响应， 是 “文创 50 条” 打造 “亚

洲演艺之都” 城市名片的重要一步，

也符合上海城市文化内涵与实力发展

的趋势。

原创华语音乐剧孵化计划和原创

音乐剧展演季将成为上海国际音乐剧

节的亮点。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

经理费元洪表示： “我们行业要有未

来， 一定要把原创音乐剧培育起来，

用真心、 专业、 踏实、 不急功近利的

态度推动原创音乐剧发展。” 原创音

乐剧近年演出体量上升， 风格越来越

多样。 文化广场每年春季举行的华语

音乐剧展演也见证了这一过程， 从最

初的 “无戏可选” 到如今的 “左右为

难”， 七年间文化广场的舞台共呈现

了 30 台 76 场优质原创剧目。 今年参

选原创剧目的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扩

大， 涵盖了新加坡的作品； 题材则穿

越古今， 囊括古典名著的衍生改编、

现实社会的思考反映以及未来世界的

科幻畅想。 《寻找声音的耳朵》 《赛

貂蝉》 《梁祝的继承者们》 《聊斋》

等六部原创华语音乐剧最终从 26 部

作品中脱颖而出， 将参演明年首届音

乐剧节。

在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业内人

士也指出了一些发展问题。 著名作曲

家金培达表示： “原创华语音乐剧的

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审美和规范的缺

乏， 年轻创作者和制作人之间需要桥

梁。 找到共通的看法， 才能让新生力

量成长起来， 推动行业继续往前走。”

音乐剧节将从各个层面推进演艺产业

的升级建设， 发展具有上海特色的文

化旅游节庆品牌， 引领上海作为亚洲

演艺之都的领先地位， 繁荣华语文艺

创作。

随着音乐剧演出的丰富， 上海的

音乐剧观众也具有了越来越专业的文

化准备， 并非所有外国引进剧都能叫

好卖座。 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透露，

中国音乐剧的受众群体与审美偏好，

和百老汇西区并不相同。 外国音乐剧

同质化的大 IP 无法完全满足本土需

求， 原创音乐剧大有可为。

据悉 ， 2019 年首届上海国际音

乐剧节将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 上海市黄

浦区文化局、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承办。 上海大剧院、 中国大

戏院、 黄浦剧场等多家剧场也将共同

参与音乐剧节， 打造有活力、 资源充

分聚集和共享的演艺大世界品牌。

分享外国人眼中的上海40年巨变

《外国友人亲历上海改革开放40年》出版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新日铁与上

海宝钢携手见证中国钢铁业 40 载 、3M

公司透过“望远镜”发掘中国市场、上海

颁发 “001” 号中国永久居留证、 首批

外籍平安志愿者、 嘉定紫藤架下的中日

情缘……都收录在新书 《见证卓越———

外国友人亲历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 中，

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

从经济贸易、科技教育到文化交流，

不同领域、不同国籍的外国友人或参与、

或见证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

变化。《见证卓越———外国友人亲历上海

改革开放 40 年》回看改革开放进程中贯

穿的中外交流与合作， 分享外国人眼中

的 40 年中国奇迹，诠释一个开放、创新、

包容的上海，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曹怡波介绍，《见

证卓越———外国友人亲历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视角独特，以外籍人士的角度来

观察这 40 年的巨变；时间跨度大，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故事说起， 全面反映改革

开放之于这些“异乡人”的深刻意义；语

言朴素真挚，将外国友人对于中国，对于

上海的深厚感情娓娓道来。

在昨天举办出版交流会上， 外国友

人代表分享了在经贸合作、民间交流、城

市管理与建设等方面所感受到的巨大变

化，并期待在未来继续投身城市建设，与

上海同进步、共成长。

此外，图文加视频的全媒体《见证卓

越———外国友人亲历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 中英双语专题也在昨天同步上线。

《见证卓越———外国友人亲历上海改革

开放 40 年》系列活动由上海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和东方网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