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文化 广告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杨 燕 9

27台“云上”剧目让“艺术天空”惠及千万观众
一个月内 48 台 111 场高水准演出覆盖全市 16 个区

上周末， 虹口区文化馆内传出阵阵

喝彩掌声，世界精品魔术展演让观众“见

证奇迹”的同时，也为第 21 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系列演出画上圆

满句号。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有 48 台

111 场高品质、高水准的海内外节目，走

进全市 16 个区，来到广大市民的“家门

口”。 “歌剧女神”安吉拉·乔治乌、平夏

斯·祖克曼以及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等大

师名团出现在申城多个公园、社区中，让

上海“文化大码头”的激情与活力渗透到

了城市的角角落落。

线下，“艺术天空” 拉近了市民与经

典的距离，线上，艺术体验同样丰富而精

彩。 今年“艺术天空”加大了线上直播力

度，在腾讯艺术、爱奇艺、优酷、哔哩哔哩

等多个视频平台开通了“艺术天空”直播

专区，并凭借“5G+4K”技术，进一步提高

直播质量。 包括柏林广播合唱团森林音

乐会、挪威极地冰乐团音乐会在内的 27

台高品质剧（节）目一一走上“云端”，以

免费直播或点播的方式与观众见面，辐

射观众千万人次。

草原“骑兵”、安塞腰鼓队
从祖国各地送来时代经典

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艺

术天空”系列演出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

歌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由指挥家林友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

响乐团带来的“红色经典”专场音乐会，

拉开了“艺术天空”的序幕，《红旗颂》等

一首首宏伟庄严的经典曲目， 带领观众

重温了峥嵘岁月。 今年“艺术天空”的舞

台上， 多部主旋律作品均获得不俗的反

响。 以新中国五次大阅兵为创作线索的

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话剧 《大国工匠》，

取材于宁波商帮保家卫国真实故事的话

剧《大江东去》，聚焦新时代人民幸福生

活的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 《人间烟火》

等，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中国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和无锡市歌

舞剧院分别献演的舞剧《骑兵》和《天山

魂》， 生动再现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刚刚参加过

国庆七十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

的安塞腰鼓队， 在上海大世界及中山公

园的舞台，再一次通过锣鼓喧天的表演，

一展来自黄土高坡的热情， 以及人民大

众卓越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联动“演艺大世界”，提升
申城休闲旅游产品的艺术含
金量

“12 小时特别活动”是历年“艺术天

空”最具人气的品牌活动。今年“世界风·

12 小时特别活动”充分利用演艺大世界

的优势资源， 打通了上海城市草坪音乐

广场和上海大世界两个场地， 给市民带

来文旅结合的艺术体验。

高品质户外音乐会———上海共青森

林音乐节成为十月申城艺术“含金量”最

高“户外休闲产品”之一。 今年，世界“歌

剧女神”安吉拉·乔治乌携手匈牙利布达

佩斯交响协奏乐团在森林中唱响了 《卡

门》《蝴蝶夫人》《威廉退尔》 等欧洲经典

歌剧选段，让人大饱耳福。三次格莱美大

奖获得者、七次“回声”古典音乐大奖得

主柏林广播合唱团在这座舞台上献演了

勃拉姆斯《命运之歌》等曲目。 著名指挥

家平夏斯·祖克曼执棒阿德莱德交响乐

团为乐迷们奉上了贝多芬、 埃尔加等大

师作品。

“艺术天空” 始终坚持 “一区一特

色”，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强

强联手、首次推出的“舞动 12 小时”特别

活动，为长宁观众带来“艺术天空”板块

的首部委约作品———上海芭蕾舞团、海

燕芭蕾舞团合作项目《新生》。 舞蹈家黄

豆豆及青年演员王佳俊更是与观众一起

游园玩直播， 让更多的舞蹈爱好者在线

上一睹舞蹈的精彩。

内容坚持创新求变， 配送愈加精准

到位， 服务不断提升能级———“艺术天

空”正不断丰富艺术节的内涵，拓展艺术

节的传播面。去年，“艺术天空”首次探索

优质节目线上直播，共七台剧（节）目加

入直播行列 ， 在线收看人次总计突破

200 万， 让观众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艺

术节的高品质演出。 在观众齐力“点赞”

之下，今年“艺术天空”加大了线上直播

力度， 部分直播内容还通过互联网机顶

盒“走”进贵州、云南、西藏等地，直播样

式也更加生动有趣。 每场演出的直播嘉

宾除了进行相关导赏之外， 还与观众即

时互动，让“云上艺术节”变成了一个好

听、好看、能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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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卡梅尔剧院话剧《罗密欧与母亲》日前登台美琪

大戏院。这部看似“莎剧”题材的话剧，并没有豪华的布景、繁

复的人物，聚焦的是家庭生活和亲情话题，从舞台布景到人

物服装都几乎是当下普通以色列人生活的“复刻”。

没有舞台高科技手段的加持，凭借简单到几乎“日常”的

道具，或者极简的场景，此次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

批国际戏剧名团，带来许多“简约的好戏”。 这其中既有以色

列国宝级剧作大师汉诺威·列文的《孩子梦》、罗马尼亚锡比

乌国家剧院 《记忆碎片》， 也有德国德累斯顿马戏剧院默剧

《浮士德》、葡萄牙独角戏《无名先生》等，它们简约而不简单，

用高质量的故事和精湛的表演征服观众，用最传统的戏剧为

观众编制情感与梦境。

在生活场景中讲故事，用真水造了一片“海”

《罗密欧与母亲》是一部暖心喜剧。剧中故事发生在以色

列南部的一个小镇，舞台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正在挑选演

员， 小镇上最有表演天赋的男孩穆利即将得到梦寐以求的

“罗密欧”角色时，却得知母亲病了，这瞬间将他从闪闪发光

的舞台抛向了残酷的现实。

整部话剧的场景非常生活化， 可以说是在一个普通人家

的“客厅”里，关于梦想、失意、电视选秀、令人揪心的母子之情

等，最终汇聚成一首笑泪交织的“生活诗”。 熟悉的场景让观众

很容易获得代入感， 将话剧故事和生活中自己的经历或者参

与讨论的话题联系在一起。 正如评论认为，吉拉德·凯米奇导

演的这部作品带给观众两个层面的触动：一层叙事来自家庭，

另一层来自泛娱乐时代的电视选秀。 两层戏以最自然的方式

交织在一起，没有刻意为之的逗笑或过分夸张的戏剧性。

话剧《孩子梦》是以色列国宝级剧作家汉诺赫·列文最具

诗意的作品之一。 虽基于“圣路易斯”号难民船事件创作，但

列文的剧本去掉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细节，将故事变成一个

诗作，讨论生死、强弱和爱的命题。 故事中，一位母亲和一个

孩子，在浩瀚的海洋上前途未卜。 《孩子梦》演出后获得很高

评价，有评论认为哪怕面对沉重话题，该剧在舞台上也没有

夸张的表演，没有激烈的声光电色表现，舞台也十分简洁，几

乎没有背景，最让观众惊讶的场景是用水造了一片孩子梦中

的“海”。 列文表示，选择使用真正的水，是为了不以人造的、

戏剧化的方式，还原事件本身的环境。

一个人饰演多个角色，和自己对话上演
“罗生门”

简单的场景、朴素的道具，舞台上聚光灯几乎就打在演

员身上。要演好一出简约的好戏，对演员来说考验更大。亮相

本届艺术节的海外佳作中，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记忆

碎片》、葡萄牙戏剧《无名先生》是两部独角戏，已陆续与上海观众见面。仅凭一个

人的表演以及简单道具的使用， 就展现出丰富的人物关系和充沛多样的情感世

界，这两部作品无论在表演、还是戏剧构作上都呈现出精致且精深的特点。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记忆碎片》以多线并行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主人

公不同“面具”下的命运交迭。 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参议员马塞尔先生为了取暖，

意外地出现在女仆玛格丽特的床上，女仆被不明真相的参议员夫人赶走。正当误

会无解之时，马塞尔先生却突然辞世了。 剧中，锡比乌国家剧院的“当家演员”奥

菲利亚·波皮一人分饰七个角色，跨越了年龄、身份，更跨越了人物的情感与灵

魂。 她时而是马塞尔染上毒品的女儿，时而是内心伤痕累累的马塞尔太太，时而

又化身女仆玛格丽特……波皮在众多角色间自由切换的表演方式让作品层次丰

富而悬念迭起，用不同人物记忆的碎片勾勒出“罗生门”般的所谓真相，有力地推

动着舞台时空的并进。正如本剧编剧莉亚·巴格纳评价的那样，奥利菲亚如“变色

龙”一般在“碎片”中释放自己的能量。

话剧《无名先生》也是一部舞台上只有一个人的话剧。故事中，一个男人的父

亲死了，五台录音机里分别有来自他的父亲、母亲、女友乃至各个小镇上邻居、朋

友，甚至一条狗的声音和他“对话”……剧中只有一个真实出现在舞台上的角色

托马斯·马吉尔，其他角色通过声音的方式来呈现，这带给演员巨大的挑战空间。

流光溢彩的“明代祠堂”里响起亨德尔歌剧
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歌剧《塞魅丽》献演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姜方）作为第 21 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由音乐总

监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的亨德尔

歌剧《塞魅丽》，上周末献演上交音乐厅。

亨德尔的《塞魅丽》是最早一批被复兴的

巴洛克歌剧， 这次上海交响乐团呈现的

是当代艺术家张洹指导制作的版本。 上

交音乐厅里， 一座以假乱真的 “明代祠

堂”呈现在上海乐迷眼前。

亨德尔的三幕歌剧《塞魅丽》创作于

1734 年。 该剧由威廉康格里夫根据奥维

德的《变形记》撰写脚本，同一脚本前后

被包括亨德尔在内的三位作曲家谱成歌

剧。 亨德尔的这部是最晚也是最知名的

一部，剧情取材自希腊神话。 2009 年，由

张洹担任总导演和舞美总监的亨德尔歌

剧《塞魅丽》在比利时皇家马奈歌剧院首

演，在欧美获得极高的赞誉。

此次亮相上交音乐厅的《塞魅丽》由

简·阿奇博尔德、 彼得罗斯、 雨果·海马

斯、 彼得·罗斯和卡洛·维斯托利等国际

演员出演， 伦敦皇家歌剧院驻团总监尤

利娅·布尔巴赫执导，英国之声合唱团担

任合唱。演员的服装充满中国元素，诸如

鲜艳的红绿大花等呈现极强的视觉和戏

剧冲突，彰显剧中人命运的沧桑与绚丽。

舞台上，一座复古的“明代祠堂”格

外引人注目。演出时，藏在祠堂柱子里的

六万个 LED 灯点，随着剧情推进变化出

不同颜色， 平铺起来长达一公里的灯带

配合着音乐和剧情， 让剧场内变得流光

溢彩。据工作人员介绍，上交音乐厅是葡

萄园式的环绕音乐厅，相较镜框式舞台，

在搭建上所受局限颇多。 为将高达六米

的“祠堂”柱子搬进厅内，光是卸车就花

了五个小时。

为了让上交音乐厅内各个区域的观

众都能看到演员的表演，此次《塞魅丽》

舞台设计团队提前半年就着手制作音乐

厅和祠堂模型， 反复进行多角度观剧试

验。最终，工作人员搭建了三级、高 90 厘

米的台阶抬升整座“祠堂”，在不破坏剧

场美感的同时， 也保证了所有观众观剧

视野的舒适度。

近年来，上交相继排演了《伊莱克特

拉 》《莎乐美 》《切肤之痛 》《浮士德的沉

沦》等多部音乐会版、半舞台版歌剧。 音

乐总监余隆表示， 要成为世界一流交响

乐团，不仅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也要有

驾驭不同时期和体裁音乐作品的能力。

“从交响乐、室内乐到芭蕾音乐、歌剧，一

个全能乐团必须全方位地发展。 明年上

交还将与法国喜歌剧院合作全新版 《卡

门》，我们将主动融入世界古典音乐艺术

大舞台，在全球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

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上，安吉拉·乔治乌携手匈牙利布达佩斯交响协奏乐团

在森林中唱响了《卡门》《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选段。 （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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