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韶华，汗水化作舞台上的惊艳亮相

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闭幕

一折 《杨门女将·探谷》 博得满堂喝彩，

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和所属京、 昆、 沪、 越、

淮 、 评弹六家院团举办的 “不负韶华———

2020 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暨 ‘戏·

聚精典’ 演出季”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顺利闭

幕。 演出季以连续四场演出呈现六家院团夏

训的成果， 青年演员们终将汗水化作舞台上

的惊艳亮相。

演出季首场汇报演出包含 “艺起前行 ”

“传承经典” “向老艺术家致敬” 三个板块 ,

促进青年戏曲人把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作

为奋斗目标， 以昂扬的精神、 精湛的技艺和

优秀的作品为青春喝彩， 谱写戏曲艺术传承

与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六家院团新秀荟萃 ，

轮番亮相： 越剧 《追鱼·拔鳞》、 昆曲 《拜月

亭·踏伞》 和淮剧 《神话中国·精卫填海》 等

经典名段， 综合展示戏曲艺术中的唱念做打；

评弹 《浦江颂》、 沪剧 《卜算子·咏梅》 的优

美旋律， 让观众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摇曳多姿；

上海京剧院的年轻人通过 《白蛇传·盗仙草》

展示戏曲的绝妙武功。 戏曲院团还亮出了丰

厚的 “家底”， 沪剧 《新李三娘》、 京剧 《红

娘》、 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选段一一登

场。 此外， 越剧小戏 《桃花血》、 京剧 《绝地

壮歌》 选段和评弹 《芦苇青青·望芦苇》 等，

通过主题丰富、 形式多样的创作， 将红色文

化、 英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

每年夏训不乏老艺术家和专家们悉心指

点的身影， 尚长荣、 蔡正仁、 陈瑜、 孟莉英、

何长秀、 赵开生等老艺术家特别来到展演现

场， 青年演员向他们献花致敬。 著名京剧武

生名家奚中路和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谷好好

带领青年演员献上的京昆合演 《群英荟萃》，

展示了此次夏季集训打破行当 “壁垒”、 开展

互学合演， 以老带新、 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的生动局面。

此外， 演出季还陆续上演了京昆专场、沪

评专场和越淮专场。《雁荡山》作为难度系数很

高的武打群戏，由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昆剧团于

23 日联袂演出。 沪剧和评弹作为受江南文化

共同哺育、滋养的戏曲剧种，有着相仿的剧种

特色，在 24 日的专场演出中，沪剧《杨乃武与

小白菜》、评弹《罗汉钱》《家》等经典唱段由沪、

评优秀青年演员共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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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139场后，他们还在思考什么
以“爆款”为标尺，千锤百炼方能“百场如一”

“长河无声奔去， 唯爱与信念永

存。” 与诗意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是

近两年的“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以下简称《电波》）。 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电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亮相至今， 这台上海歌舞团创制的红

色舞剧已演出 139 场。 一轮轮的 “电

波热”， 让这段红色故事走进了更多

人的心灵深处。

在一片赞美声中， 我们却听到了

这样的声音： “用舞蹈语汇讲故事是

演员的强项， 但在反复演出过程中，

舞剧原本想表达的意境有些许模糊。

比如李侠在小光牺牲后的雨中踱步，

步伐稍显急促， 这个环节应该呈现出

依依不舍的牵挂和悲痛。” 这段冷静

话语， 来自 8 月 23 日上海歌舞团的

一次内部会议， 讲话人是上海歌舞团

团长、 《电波》 制作人、 艺术监制陈

飞华。 当晚， 红色 《电波》 回荡在青

岛大剧院， 完美结束了 2020 年第一

轮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

千锤百炼方能 “百
场如一”，带给所有观众
牵挂和感动

《电波》 演出近 140 场， 场场一

票难求 ， 为什么还要 “鸡蛋里挑骨

头”？ 剧院演出重启后， 演员们踏上

密集巡演之路， 他们用演出 “丈量”

着这片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土地。 同

时， 上海歌舞团敏锐地发现， 高强度

演出中， 演员在心理、 生理上都可能

遇到一些变化， 如何在第一时间自我

发现并改正显得尤为关键。

据悉 ， 《电波 》 每场巡演 ， 专

业老师都在观众席监督着舞台呈现

和艺术质量 ， 此前已有过多次小范

围沟通 。 上海歌舞团副团长王菁

说 ： “我们希望保持作品创排之初

的高水准 ， 特意把所有演员集中到一

起 ， 聊聊近期训练和演出中出现的问

题 。 ” 于是 ， 便有了这么一次特殊的

“演前谈”。

交流会简短， 但意味深长。 陈飞华

谈到了亲身经历， 他曾两次前往百老汇

观看音乐剧 《悲惨世界》。 “尽管时隔

三年， 但 （《悲惨世界》） 带给我的感动

没有丝毫变化。 哪怕演员可能轮换过几

拨， 作品依然传递出永恒的敬意。” 他

感慨地说 ， “现在 ， 同样有观众打着

‘飞的’ 从全国各地赶来观剧， 我希望

《电波 》 可以做到 ‘百场如一 ’ 甚至

‘千场如一’， 能给所有观众同样的牵挂

和感动。”

从前期策划采风 ， 到集中创编排

练 ， 《电波 》 凝结了主创团队无数心

血 ， 浸透了汗水和泪水 。 演员必须不

断积累和丰富生活经验 ， 熟悉剧中年

代的人与事 ， 才能在舞台上演绎出真

实的生活 。 “每场演出我们都要百分

之两百地全力以赴 ， 表演要逼真 ， 要

贴近生活 ， 分寸一定要拿捏准确 。 只

有在细节上做到淋漓尽致， 再配合精致

的舞段， 才能使角色 ‘立’ 在舞台上，

让演员的每一份情绪和情感都打动观

众。” 陈飞华说。

每场演出都是 “第一
场”， 表演的打磨与提升永
远没有终点

因疫情与观众分别近半年后，舞剧《朱

鹮》《永不消逝的电波》 先后复演。 8 月 23

日上海歌舞团才结束巡演， 演员们又全身

心投入到新的演出里。 8 月 27 日起，

《朱鹮》 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 5 场；9

月下旬，《电波》 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

演， 计划在近四个月里演出超 70 场。

观众们惊喜地发现， 疫情使人与人之

间略显疏离， 但主创团队与观众的距

离越拉越近。

7 月 1 日的 《电波 》“艺术党课 ”

中， 主创代表们和观众分享红色舞剧

的创排过程， 引领现场党员 “穿越时

空”重温革命历程，感受初心和信仰的

力 量 ；7 月 25 日 ， 主 创 们 做 客

《LuTalk·青年中国说 》， 为观众解读

“电波”现象；8 月 16 日，《电波 》编导

韩真、周莉亚来到上海，畅谈舞剧创作

中的“她”视角。昨天，陈飞华与上海歌

舞团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王佳俊走

进上海大剧院“对话大师”活动，披露

《朱鹮》创排和演出的甘苦，畅谈舞蹈

“出圈”后的沉淀与进取。今天，主创团

队还将空降上海大剧院淘宝直播间，

为观众“云上”导览，“沉浸式”探访《朱

鹮》幕后花絮。

舞剧《朱鹮》是上海歌舞团精心打

造的力作。创作初期，主创团队曾数次

赴陕西洋县、日本佐渡采风，深入了解

朱鹮的生活习性，收集影音资料，丰富

创作积淀。 2014 年《朱鹮》首演至今，

已在世界各地累计上演 250 多场。“对

我来说，每场演出都是‘第一场’。舞台

对演员来说是极强的考验， 随时随地

可能发生闪失，与之‘对抗’的唯一方

法就是不断磨练。 ”朱洁静告诉记者，

演出前再大牌的舞者都同样要在排练

厅里摸爬滚打、细心打磨，哪怕是手指

与脚趾的小动作也必须精益求精。“从

排演开始，表演就在自我提升的路上，

永远没有终点。 ”

在演出、打磨、对谈、自省中，主创

和演员们都在成长，表演也越发成熟。

渐渐地，技术动作“长”在了他们的身

上，情绪转折“烙”进了他们的脑海，每

一个角色都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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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走过

不寻常的 2020 年上半年 ，上

海爱乐乐团将在后天正式迎

来 2020-2021 音乐季 。 音乐

会共计 28 套 29 场，保留 “大

师与经典”“音乐多棱镜”“节

庆”“走近爱乐”四大类别。 新

音乐季以献礼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为亮点，交响组诗

《百年颂》 等多部中国原创作

品将世界首演。

“新乐季中我们共安排七

场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占到

整个乐季音乐会总量四分之

一，全力推介中国作品。”上海

爱乐乐团团长孙红介绍，2021

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乐团特别于今年委约三

部新作：交响组诗《百年颂》、

交响乐《辉煌》和声乐套曲《永

远的丰碑》。 上海爱乐驻团作

曲家龚天鹏创作的交响组诗

《百年颂》， 包含 “开天辟地”

“血肉长城”“大浪淘沙”“千秋

伟业”四部交响诗，以激昂亢

奋的气势和汹涌澎湃的情感，

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

的伟大历程。作曲家赵光创作

的交响乐《辉煌》，将以上海作

为党的诞生地的视角，歌颂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作曲家

徐景新创作的声乐套曲《永远

的丰碑》则讴歌叶挺、焦裕禄

等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不

惜牺牲一切的崇高境界。

乐团还将在明年推出两

场献礼建党百年的音乐会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 ”全

场作品均为世界首演，其中由

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随

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讴歌

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

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感人事

迹。 另外，借助星期广播音乐

会平台， 乐团将上演另一场精选了上海作曲家红

色题材经典的音乐会， 如吕其明脍炙人口的管弦

乐《红旗颂》、刘念劬的大提琴协奏曲《漫步———我

走进庄严的一大会址》、王建中的钢琴协奏曲《红

旗渠》和龚天鹏的《启航》第五乐章“走向未来”等。

在新音乐季中， 上海爱乐将奏响多位中国作

曲家的新作。如龚天鹏的交响诗《忆·二零二零》为

世界首演，表达了他对全球抗疫的感受和思考。由

胡咏言、于阳、刘力原创的四管编制交响乐《红楼

梦》、 叶小纲的 《岭南组曲》、 周湘林的 《云梦秦

简———为板胡与交响乐团而作》、龚天鹏自创自演

的钢琴协奏曲《大海》等作品也将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 ， 乐团将上演三位中国作曲

家———郭文景、周湘林、叶小纲的专场音乐会。 其

中大部分曲目巧妙融合了中国民族器乐和管弦乐

队，以中西结合的音乐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

听见中国声音。 新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将先后于 8

月 28 日和 8 月 30 日在兰州音乐厅和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上演。 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说：“双

城开幕的模式将成为爱乐的品牌， 以此打造上海

的城市文化名片。 ”

文化

■本报记者 宣晶

比起话题与热度，国风音乐更需要历史质感和艺术坚持

野孩子乐队退赛引热议，节目组歌单为何无法体现他们对国风的认知———

“国风 （音乐）， 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能代表

咱们传统内敛的、 美的表达方式， 能体现我们

文化精髓的。” 最新一期播出的综艺节目 《乐队

的夏天》 中， 野孩子乐队抽中 “国风歌曲” 后，

在对国风音乐的理解上与节目组提供的歌单有

所分歧， 选择演唱一首自选的 《竹枝词》 后退

赛， 引发观众对国风音乐的大量关注和讨论 。

更深入地传承传统文化， 国风音乐有很大创作

提升的空间， 如能在流行和高雅中找到新的支

点， 也将对流行音乐产生积极影响。

流行的国风音乐之外，还有
对国风音乐的另一种坚持

什么是国风音乐？ 音乐创作人方文山曾在

书中尝试定义这种风格： “曲风为中国小调或

传统五声音阶的创作， 或编曲上加入中国传统

乐器 ， 以及歌词间夹杂着古典背景元素的用

语。” 虽然以中国文化符号作为音乐作品中的重

要特色， 冠以 “国风” 之名进行传播是近年的

风尚。 但本土流行音乐的创作中， 加入中国文

化元素进行中西音乐融合的尝试其实长期存在，

撩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感情。 正如节目组

给出的歌单中， 既有 《芒种》 《牵丝戏》 等网

络流行的古风歌， 也有数十年前的 《沧海一声

笑》 《倩女幽魂》 《笑红尘》。

在不同圈层群体的话语中， 形成了对 “国

风音乐” 有不同的认知。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

辛分析： “流行音乐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 广

义上 ‘流行的音乐’ 和作为体裁形式的狭义流

行音乐。 从第一种定义来看， 国风音乐包含流

行的民歌、 民间音乐、 网络歌曲等， 近年流行

的国风音乐也主要是第一类 ‘流行的音乐’。 从

创作角度来说， 这类流行的音乐入门门槛不高，

非专业出身的爱好者也可以广泛参与， 进入圈

子。 《乐队的夏天》 节目国风音乐歌单也是按

照这一标准给出， 歌单乐曲流量很高、 传播很

广、 听者甚众。”

“而野孩子乐队属于第二种狭义的流行音

乐圈子。 这类音乐的流行度没那么广、 流量没

那么高 ， 却是流行音乐中艺术水准的最高体

现。” 陶辛认为， “他们的国风音乐观念和大众

所理解的、 平时接受的流行的国风音乐有非常

大的区别。 野孩子乐队的音乐根基是中国化的、

本土化的， 甚至方言音乐， 他们不以满足大众

听感悦耳的娱乐形式为最终目标， 而是追求更

强的探索性、 原生性和实验性； 对用什么方式

呈现中国风格、 表达的内容该到达怎样的深度，

有自己的理想。”

提升流行歌曲的品味，国风
音乐大有可为

圈层话语的差异导致了野孩子乐队选择

“违规” 退赛， 但他们还是将自己认可的国风歌

曲， 通过创造性的改编呈现给观众， 开启了不

同圈层的对话和交流。 野孩子乐队将一个个被

剪切拼贴的文化符号还原到当地的风土和丰富

的意义中。 他们的作品呈现的并非元素混搭造

就的奇观化审美， 也不是传统民乐段落的简单

移植， 而是从耳濡目染的深刻熏陶中， 带给观

众一种完整的艺术风格， 体验对传统文化更深

层次的认知和归属感。 正如 《竹枝词》 中那些

无歌词的吟唱， 它诉诸于一种源远流长的精神

情感和人文内涵， 让人们暂时脱离了当下浮躁

的心态 ， 被宁静平和的另一个时空所震撼 。

“作为音乐行业的从业人员， 我很欣慰看到 《乐

队的夏天》 等节目真正展现了流行音乐的精华

部分， 这对流行音乐发展是会产生本质性的促

进作用的。” 陶辛说。 国风音乐的艺术特色和表

达方式， 不能仅仅依附于新奇的曲调或歌词中

古典意象的使用， 以含蓄隽永的中国气度， 才

能长久地浸润观众的心灵。

近年来， 随着大众审美需求不断提升， 对

国风音乐的发展也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创新国

风音乐不仅需要新鲜的刺激、 流行的热度， 也

需要历史的质感、 艺术的坚持， 尤其是需要从

业者对传统极大的尊重和真诚， 让作为文化载

体的流行音乐传承更多文化内涵， 在吐故纳新

中让国风音乐达到全新的艺术水准。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演绎昆曲 《玉簪记·秋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均演出方供图）

制图：李洁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