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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音乐戏剧系成“爆款”

优质综艺节目和市场刚需合力助推，报考人数同比增长46.12%

上海音乐学院 2019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

生考试近日开考。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音

艺术类招生报名人数为 2908 人 ， 创下历史新

高。 除历年来颇受考生青睐的声乐演唱等专业

以外，今年音乐戏剧系成了 “爆款 ”———报名者

从去年的 232 人上升至 339 人 ， 同比增长

46.12%，为所有专业之最。

音乐戏剧系之所以成为一大热门， 离不开

去年以来持续大火的综艺节目 《声入人心》，该

节目使一批学习声乐或音乐剧表演的年轻人通

过荧屏而成为人气明星，走入广大观众的视线。

除“现象级”综艺节目以外，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陶辛认为， 上海乃至全国这两年多以来音乐剧

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 以及国内演艺市场对优

质音乐剧演员日益增长的“刚需”，合力促成了

今年该专业报考人数的“爆发式”增长。

市场发展迅速， 热门综艺助推
“小众”艺术“破圈”而出

音乐戏剧系这门曾经有些 “小众 ” 的专

业， 成为如今艺考中的一匹 “黑马”， 是相关

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向好的大环境所致。

截至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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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达 5080.3 万元。今年，音乐剧大师韦伯的最新

作品 《摇滚学校 》、法语原版音乐剧 《摇滚红与

黑》、韦伯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贝隆夫人 》，纷纷

将上海作为亚洲首演站。 与此同时，“演艺大世

界———2019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也将于今年举

办， 原创华语音乐剧孵化计划和原创音乐剧展

演季是该节日的亮点。 欣欣向荣的市场环境，无

疑让音乐戏剧系的报考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综艺节目《声入人心》的热播，则让大批经

典歌剧、音乐剧著名唱段，以及不少毕业于艺术

院校的年轻“好声音”，获得了全国观众的瞩目。

陶辛对此深有感触：“早几年， 有不少观众还觉

得音乐剧过于‘高冷’，本土原创音乐剧更是难

以激起太大水花，眼下终于等到了这门‘小众’

艺术走红的一天。 ”一旦有了直抵人心、亲近观

众的展示平台， 音乐剧和音乐剧演员的光芒终

会“破圈”而出，普照到更多人身上。

随着一些中文版、 中国原创音乐剧与综艺

节目的走红 ，国产音乐剧 “偶像 ”也应运而生 。

有业内人士认为， 对产业链还需进一步完善的

中国音乐剧市场而言， 人气演员的出现将为音

乐剧实现工业化发展积蓄更多能量。 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 ， 音乐剧产业若要实现长期良性发

展， 不能只倚靠 “偶像” 的人气， 剧本本身的

质量和市场上的每一环都需要扎实地做好。

专业素养和艺术潜力缺一不
可，舞台背后需要付出无数汗水

近年来，上音音乐戏剧系的报名者中，不乏

来自全国各地普通高中里能歌善舞的学生 ，面

对这些非科班出身而大多怀揣“明星梦”的花季

少年，多位业内人士提醒，拥有梦想固然值得肯

定，而想要长远地在从艺道路上“声入人心”，专

业学习过程中切不可急功近利， 好苗子更需耐

心“浇水施肥”，以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准来不断

提升自我。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光告诉记者， 报考音

乐戏剧系的考生， 基本素质和艺术潜力同等重

要。 “有的孩子技术水平优良，可一看就是受过

‘套路化’训练的，将会很难过关；反过来如果表

演时充满了内在感染力， 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体

内的张力， 哪怕唱错一两个音， 也是无关紧要

的。 ”而相比对外表更苛刻的影视表演类专业，

上音音乐戏剧系更看重考生是否有音乐剧演员

的气质，“不必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 关键还得

有自己的个性”。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观众往往

看到了音乐剧演员台上光鲜亮丽的模样， 却不

知道舞台背后的他们流下了多少汗与泪。 曾来

沪出演音乐剧《歌舞线上》的演员亚伦·帕特里

克·克雷文说，要成为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不是

光靠对舞台的一腔热爱就足够的， 还需要天时

地利人和。

艺术院校提醒考生， 想要长远地走好音乐

剧演员的道路，从专业的唱、跳、演技能，到与他

人进行合作的能力， 再到文化素养和敬业精神

等各个方面，每个环节的重要性都不可或缺。

荷兰国立博物馆倾囊而出
大展呈现“伦勃朗的全部”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为纪念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诞辰 350 周年，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荷兰国立博物馆日前举办 “伦勃朗的全部” 大展。 作为全球伦

勃朗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 荷兰国立博物馆首次将馆藏的画家

全部作品一并展出， 包括 22 幅油画、 60 幅素描和 300 余幅版

画， 在博物馆历史上实属首次。

“如果伦勃朗某天复活想要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那他很

有可能径直来到我们的博物馆。” 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塔克·蒂

比斯表示。 此次展览以伦勃朗的职业生涯为线索， 呈现画家的

早期无名、 崭露头角、 职业巅峰、 潦倒去世等多个时期的作

品。

由于画作本身极度脆弱， 此前不少伦勃朗的作品鲜有机会

在公众面前展示。 但在 “伦勃朗的全部” 中， 观众可以看到画

家大量的自画像。 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 其个人的自画像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数量之多在各时期油画家中都位列前茅， 不

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也直观反映了伦勃朗在不同年龄段的

真实状态。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巨匠， 周遭所遇到的人和事也是伦勃朗

画布上的另一大主题。 从母亲、 妻子， 乃至街头的艺人、 流浪

者都能够成为他描摹的对象， 也因此留下了大量作品。

此外， 参观者还能一睹 《马尔丹·索尔曼斯和奥普金·考贝

特》 的真容， 这组著名的双人婚礼肖像画由荷兰国立博物馆和

卢浮宫于 2015 年从私人收藏者手中以 1.8 亿美元的价格共同

购入。 而一些较为冷门却带有伦勃朗个人色彩鲜明的作品也能

在画展中找到， 蒂比斯认为 “恰是这些作品证明伦勃朗不仅是

荷兰的画家， 更是每个人的艺术家”。

虽然众多画作已足够令人目不暇接， 但 “伦勃朗的全部”

的中心依然还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伦勃朗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夜巡》。 自 19 世纪博物馆成立后就一直安身于此的 《夜巡》

完成于 1642 年， 画作以舞台剧的形式描绘了阿姆斯特丹城射

手连队的面貌。 画中人物或持长枪、 或挥舞旗帜、 或互相议

论， 站位错落有致， 色彩对比鲜活动人。 《夜巡》 打破了传统

群像画的创作方式， 巧妙地利用光线和丰富的层次将每个群像

联结起来， 对后世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 《夜巡》 也是最早由

画家用调色刀在画布上直接上色完成的作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 7 月份 《夜巡》 将迎来一场大规模的

修复， 预计将耗费数百万欧元。 不过， 博物馆也别出心裁地决

定将向全球直播修复全程。 “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这幅

画作， 它属于每一个艺术爱好者。” 蒂比斯说， “为了保证修

复质量， 我们也不会对时间有所限制。”

“这样的展览不会再举行第二次。” 蒂比斯表示。 据悉，

“伦勃朗的全部” 大展将举行至 6 月 10 日。

文化

芝麻小事堆成人生，百般滋味间情义无价

电视剧《芝麻胡同》还原老北京人情风物，借酱菜腌制这一传统手艺讲述传统之理

一碟酱菜是人生至味还是揭了生活的

底？ 一身体面指的是内心自在，还是得具象

到“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

腰缠四大恒”？

电视剧《芝麻胡同》正在东方卫视播出。

剧名朴素， 可一条胡同载得动浮世人生，一

粒芝麻也看得见生死荣枯，该剧试图由酱菜

见生活，与观众聊聊人生况味。 这部作品由

刘雁编剧，刘家成执导，何冰、刘蓓、王鸥等

主演。 故事落在 1947 年至 1978 年间的北

京， 严振声是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的东家，

他诚实守信，主张品质经营，但一场意外打

破了原本的生活格局……人情、时局、手艺、

新旧观念交织，故事不再是一城一时一群人

的生活印迹，而是一代代人默认遵循的传统

之理———芝麻小事堆成了人生，百般滋味间

情义无价。

真道具真场景真手艺，沉浸
式观剧感让此间真意值得细品

因拍过《正阳门下》系列以及《情满四合

院》等剧，导演刘家成被称为“当代京味儿剧

的旗手”，此番新作也是老北京味道。

京味儿始于外形。 开篇，镜头从明城墙

外俯拍下来， 严振声坐着黄包车由远及近。

画面上， 镜头跟随黄包车一路掠过骆驼车

队、卤煮火烧、街头杂耍、小吃摊贩，直到切

入酱菜铺；声音场里，大鼓开道，何冰那极具

辨识度的声线传来———“一样儿的谷， 养百

样儿的民……”短短一分钟，烟火人间的四

九城露出热腾腾一隅。

那天是沁芳居至关重要的 “踩黄子”之

日。好酱菜需好酱，大日子有大仪式，只见几

十口大缸依次排开， 精壮汉子们净水洗脚、

烈酒消毒、喝歌踩豆，一派非遗手艺的惊艳

场景。 可不速之客孔老痴打断了仪式，他直

指老字号退而求其次，虽说兵匪挡住了极品

丰润豆的来路，但“老祖宗 2000 多年来传下

的手艺，不该糟践了”。 几个人三言两语，既

讲明了腌制酱菜看似无奇实则匠人匠心的

堂奥，带出了严振声、福子、孔老痴或信或忠

或痴的性格， 也点到 1947 年兵荒马乱的时

代背景。

能用几分钟开宗明义讲清剧集的大历

史、小切口，领观众入戏，这既是导演功力的

体现，制作上营造的“沉浸式观剧感”同样功

不可没。

刘家成介绍，剧组按历史照片 1∶1 还原

了老北京的胡同、酱菜园、大杂院等，制景总

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 相当于重建了六个

《情满四合院 》的场景 ；演员表里 ，何冰 、刘

蓓、毕彦君、方子哥、海一天等都是京味儿大

剧的老面孔，纯正的京腔京韵、北京人的相

处模式都与现实并无二致；为完成酱菜这门

国家级非遗的荧屏亮相，主创团队还走进酱

菜厂一线， 并请来六必居的老师傅坐镇现

场，以确保从手艺到时令、从形式到火候的

严丝合缝；而抖空竹、顶缸、拉洋片、金枪锁

喉等难得一见的传统技艺，凡是在剧中露脸

的，无论戏份多少，均由真实的非遗传人出

演。

一言蔽之，真道具真场景真手艺在剧中

俯拾皆是。 当老北京人恍惚看见儿时记忆，

年轻一代、 南方观众真切认同此间真意，那

些芝麻小事，才被慢慢品出了滋味。

重诚信重温情重大义，中国
传统人情才是真正的文化磁场

从《四世同堂》开始，京味儿剧就在荧屏

上占据一席，其中不少还是中国电视剧史上

留名的作品。 这一类型常写常新，有滋有味

的京韵对白固然是层理由，其间承载的千百

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人情，才是真正的文化磁

场。

《大宅门》里，京味儿是商场上的奋进和

悬壶济世的道义担当；《五月槐花香》 里，京

味儿是浓厚的古玩文化气息；《情满四合院》

里，亲情、邻里情、孝悌文化，成了京味儿的

关键词。 再看《芝麻胡同》，老北京风情的动

态展示下，追求的是用人物的情与义，通达

人心。

已展开的故事透出了《芝麻胡同》的三

条线索：老字号的商业沉浮；一户普通人家

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人情故事；岁月不

居，小人物身上的家国大义。

站在沁芳居的层面，严振声不是豪商大

贾 ，严家与 《大宅门 》的白家也不可同日而

语， 但不妨碍小小酱菜铺恪守儒商信念：讲

诚信、重口碑、通人情。只因素昧平生的孔老

痴一番话，严振声就下令“封坛灭火”，那是

对品质、对口碑的敬畏；周转不灵时，他宁可

典当祖传的御赐老物件，也不愿跟老主顾催

账，那是对浓郁人情社会的尊重。

后续剧情里，中国即将旧日换新天。 沁

芳居虽只弹丸之地，但其中的父子、夫妻、兄

弟、 雇佣等人物关系一样要面对时代的变

迁。 私密到旧式婚姻观的颠覆、酱菜铺的所

有制改变，大到家国大义等等，都会对人间

情义出具考题。 编剧能否讲出“人同此心”，

将决定着老北京故事能不能打通时空藩篱，

让今天的观众、北京以外的观众拥有同一方

故园。

何冰：演员，永远没有“驾轻就熟”一说

观众有笼统却直观的评价：演员的至高

境界是“无我”———无论戏里戏外，只有借着

角色发光时，才立体清晰魅力四射。

今天的演艺圈里，何冰配得上这样的称

赞。 《芝麻胡同》 里的严振声是管着几十号

人、担负一大家子的“爷”，也有“好汉不吃眼

前亏”的隐忍；他与包办婚姻的太太林翠卿

既是夫妻一体，也有互相角力；他一边抗拒

着 40 岁再纳新人， 一边又止不住对有情有

义的牧春花怦然心动。“有里儿更有面儿”的

模样早与《情满四合院》里那个嘴角带坏笑、

心底一片真的傻柱全然不同。

作为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中国戏剧界梅花奖等沉甸甸奖项的得主，何

冰是不折不扣的好演员。许多人说，何冰与京

味儿剧浑然天成，他却说：“永远没有‘驾轻就

熟’一说。 作为演员，我才刚刚开始。 ”拿酱菜

打比方， 人生就是个腌制的过程， 靠内在发

酵，靠时间浸润，而他自认，还没到火候。

接演《芝麻胡同》，何冰道出两层标准，

“一看外部形态我能不能干得了， 二看剧本

的核心价值同不同意”。在严振声身上，他看

重人物的内心负荷，“傻柱是抬着头活着，严

振声是低头活。后者需要面对一个时移世易

的特殊环境，人物关系也更错综丰富，当这

些都加诸一个人身上， 角色是血肉饱满的，

而演员得永远对自己着急，害怕没把角色完

完整整传递给观众。 ”

事实上，进入演艺圈近 30 年，何冰的自

我否定从未中断。

他生于 1968 年，19 岁考入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 和成名较早的同学江珊、陈小艺

等人相比，他几乎没沾过青春年少的光。 上

世纪 90 年代初， 何冰进入北京人艺， 领着

99 元的月工资， 演着各路龙套角色。 窘困

时，他去电视剧、音乐电视里客串一下，但他

害怕，“屈从于生计”会成为自己表演上的陷

阱。光景从 1996 年后好转，他参演的电视剧

《空镜子》《浪漫的事》 都有了不错的口碑和

收视率。 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

出来的何冰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竟

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怀疑自己是“钱

狠子”不久后，何冰给父母买了套房，心才逐

渐安定下来。 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

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缺乏安全感。他更

庆幸，自己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过来，“用了

不太久的时间”。

2005 年，何冰主演的《大宋提刑官 》在

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甚至超

过《新闻联播》。 但直到今天，他依旧固执认

为，宋慈一角，他演得并不好，甚至用“汗颜”

来形容那次角色塑造， 认为表演枝蔓丛生，

“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近几年，电影《十二公民》，电视剧《白鹿

原》《情满四合院》接连出现，何冰却说，走红

也好，被奖项认可也罢，仅仅意味着“挑剧本

的空间更大了，离自己想演的角色更近了”。

对表演，他相信，那是件必须由内外部合力

才能完善的工程，“技术这个东西很简单，就

那么点事。 四年大学出来再干七八年，大不

了十年就差不多。 一个好演员的炼成，跟自

身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关系，得等待着这个材

料变成熟，得等待时间沉淀。 ”

他很是认同《芝麻胡同》里严振声的一

句台词，“人生啊， 谁不是低着头弯着腰，深

一脚浅一脚，才能走到花好月圆”。

导演刘家成说， 北京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让它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城市气质， 也赋予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鲜明的性格特

征： 局气、 包容、 热情、 幽默， 礼数周全。 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 是构成 《芝麻胡同》 滋味人生的底色。 图为该剧海报。

《声入人心》中一批学习声乐或音乐剧表演的年轻人通过荧屏走入观众视线。 图为部分人气

选手。 （资料图片）

荨 《马

尔丹·索尔

曼斯和奥

普金·考贝

特》双人婚

礼肖像画。

（均资料图
片）

直击艺考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