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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大戏 《文图会》 将于 4 月 22 日至 23 日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演出主创日前亮相沪上， 畅谈创作理念， 讲解幕

后故事。 图为发布会结束后， 王珮瑜 （中） 与戏迷合影。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今起实施
业内专家指出，上海走在全国前列，

但仍有全新课题有待破解

本报讯 （记 者李婷 ） 今 天 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 正式实施。 这是国内公共文化领

域的第一部法律， 标志着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开始走上了法治轨道。 “法律

乃治国之重器， 其生命力在于实施，
如何落到实处是关键。” 上海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蒯大申指出， 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是一部面向全国、 为实现人

民群众基本文 化 权 益 提 供 保 障 的 法

律。 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走在全

国的前列， 但仍然有一些全新的课题

有待破解。
该保障法共六章 65 条， 对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 保障措施、 法律责任等分别作

了详细规定 。 蒯大申说 ， 自从 2005
年提出 “公共文化服务” 这个概念以

来， 经过十多年发展， 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就 。 但由于长期 以 来 底 子 薄 、 欠 账

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 仍然存

在一定差距。
基于此， 浙江、 江苏、 上海等省

市已先行先试 ，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组 合

拳。 以上海为例， 早在 2013 年 4 月

已施行了 《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规定 》。 这个地方法规在保障 什 么 、
保障到什么程度、 谁来保障、 如何保

障等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上作出了系

统明确的规定 。 2016 年 ， 《上海市

贯彻 〈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实施意见》
推出 ， 39 条实施标准为沪上的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上

面的每一条都 具 有 很 强 操 作 性 ， 比

如 ， 公共文化设施内免费提供 WiFi
服务； 文化馆、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每

天向公众开放， 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56 个小时 ； 街道乡镇图书馆平均藏

书量不少于 3 万册 （件） ……
蒯大申认为， 这一系列的措施，

对解决沪上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薄弱问

题、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产生

积极推动作用， 但仍有一些新的挑战

要面对 。 比如 ， 保 障 法 中 第 14 条 ，
从功能的角度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概念

进行了全新的界定， 大大拓展了其外

延， 将体育场馆、 工人文化宫、 青少

年宫、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也纳入其

中， 如何有效地实现资源整合摆在了

我们的面前。
记者从市文广局获悉， 上海将以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指引， 立足本

市实际， 从做好保障法的宣传普及工

作入手， 探索推进公共文化机构理事

会制度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三级配送

的供需有效对接， 建立本市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督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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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6000种家谱可网上免费查阅
上海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新一批家谱数字资源

本报讯 （记者李婷）家谱是上海图

书馆的一大重量级特色馆藏。 记者昨天

获悉， 上海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开放平

台近日向社会免费新开放了 3052 种家

谱数字资源。 这已是上海图书馆第三次

对外开放馆藏家谱数字全文，至此，该馆

在线的家谱总数达到 6086 种。读者只需

登录上海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 开 放 平

台， 便可足不出户免费查阅所有在线家

谱，要查什么家谱，在搜索栏键入关键词

即可。
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载本

族世系和相关事迹、 反映本家族繁衍发

展过程的历史图籍。从商代到今天，家谱

编修绵亘数千年， 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

展历程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

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 现藏有家谱近 3
万种 30 余万册，收录姓氏 365 个，覆盖

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享有“全
球中国家谱第一藏 ”“中国家谱半壁江

山”等美誉。 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名人

家谱是一大亮点，有 200 余种，其中不乏

名宦政要如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文

人雅士如文徵明、董其昌、鲁迅，科技精

英如徐寿，商界巨子叶澄衷、张謇、包玉

刚等名人的宗谱。
为了让丰富的馆藏资源能够更方便

地为读者利用， 上海图书馆对馆藏家谱

进行数字扫描，并于 2015 年开创了国内

家谱数字化资源全文上网的先河， 让观

众足不出户便可在家进行家谱的全文浏

览和检索。
据透露， 新近对外免费开放数字全

文的 3052 种家谱中，既有粟、景、申屠、
宾、承、冷、明、危 、戎 、闻人 、匡 、宦 、濮 、

丰、郦、符、斯等稀见姓氏，也有胡适、徐

寿、钱锺书等近现代名人的家谱。这些家

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以晚清重臣盛宣怀家族的 《龙溪盛氏宗

谱》为例，该宗谱收录了盛宣怀及其祖父

辈所撰序言、行述、碑记等文献甚多，不

仅是研究盛宣怀生平事迹、 家族渊源的

第一手资料， 也是探寻其热衷兴学育才

根源的重要文献。宗谱内的“义庄录”，是
盛氏家族遍布江南的 1100 余亩义庄田

亩清册，对“近代苏南族田管理”等课题

的研究殊为珍贵。
而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对胡适

家族的 《上川明经胡氏宗谱》 研究中发

现， 胡适与唐代最后一个太子有亲缘关

系。 根据记载， 该宗谱的始祖是 “胡昌

翼”。“胡昌翼”原本不姓胡，而是姓李，是
唐昭宗的皇子。 据史料记载， 天祐元年

(904)八月 ，朱全忠杀唐昭宗 ，第二年唐

昭宗的遗腹子李昌翼出生， 在徽州婺源

考水被一个叫胡三的人收为义子， 改姓

胡，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中明经科

及第，故其后裔称“明经胡氏”。 据传，因
其是李姓后裔，“明经胡氏” 忌与李氏通

婚。而据“明经胡氏”世系表，从唐末至民

初 ， 记录在家谱中的男性先祖共 8915
人，配偶共 4733 人，这些配偶中确实没

有一人姓李。 不过，专家指出，这个结论

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此外，创造了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多

个“第一”的徐寿的《锡山徐氏宗谱》中，
有关徐寿父子的史料较为完备；钱锺书

的家谱 《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 》由其父

亲钱基博所修，条理清晰、史事有征；它

们均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多 得 的 一

手资料。

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昨揭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2017 年上海

国际摄影节暨上海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

术展， 昨天在中华艺术宫拉开帷幕。
由市文联、 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上

海国际摄影艺术展， 是国内唯一一个同

时获得世界三大摄影组织———国际影艺

联盟、 美国摄影学会、 英国皇家摄影学

会论证的国际摄影艺术展。 本届摄影艺

术展征集到来自全球 41 个国家和地区

的 4 万余幅作品。 经过国内外权威评委

的严格筛选， 最终评选出 1300 余幅获

奖及入选作品。 这些作品呈现了近两年

来摄影艺术的发展趋势和水平。 其中，
艺术类作品题材多样、 主题丰富； 纪实

类作品细致捕捉各类社会现象， 引发人

们的关切与思考； 商业类作品以独特的

创意对商品价值予以阐发， 体现了当前

商业摄影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除了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上海国际

摄影邀请展是上海国际摄影节的另一个

具有吸引力的板块。 该邀请展通过向国

内外摄影机构、 专业团体、 知名策展人

和摄影人公开征集作品的方式， 为人们

呈现当今国际摄影的最高水准， 展示不

同流派摄影家的风采。 本次上海国际摄

影邀请展推出了来自英国 、 美 国 、 法

国、 意大利、 巴西等 15 个国家的 44 个

展览。 它们中， 包括伊朗的 《阿巴斯作

品展》、 法国的 《布鲁诺·巴贝作品展》、
《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精品展》 《AOP
摄影师协会作品展》 以及 《丝绸之路上

的楼兰故城》 专题展等。

文化

新版《纽伦堡的名歌手》下周伦敦上演

国家大剧院、悉尼歌剧院参与制作

本报讯 （实习生王筱丽） 瓦格纳

歌剧 《纽伦堡的名歌手 》 将于 3 月 11
日起登陆英国皇家歌剧院， 剧团总监卡

斯帕·霍尔滕选择这部瓦格纳唯一的喜

剧作为他的告别之作， 由英国低中音歌

唱家布莱恩·特菲尔主演， 剧团音乐总

监安东尼奥·帕帕诺执导。 北京国家大

剧院和悉尼歌剧院也参与这一最新版本

的制作。
新版歌剧致力于在传统和创新之间

找到平衡， 将歌剧置于 “名歌手” 的世

界即绅士俱乐部的缩影之下———权势纷

争中的男人们穿着华服穿梭交际， 将女

人轻视为竞争中的战利品； 然而， 仲夏

夜 的 一 场 梦 暴 露 了 他 们 邪 恶 的 一 面 ，
并终结了这一切 。 艺术总监霍 尔 滕 试

图寻找等级制度鲜明的 “名歌 手 ” 时

代 ， 与现今仍深受传统习 俗 影 响的欧

洲社会中的共同点， 力求展现出瓦格纳

对于观众、 批评家和艺术家三者之间关

系的理解。
这是一部因饱受争议的作品， 讲述

位高权重之人如何影响普通人。 5 个小

时的演出是艺术的盛宴也将 《纽伦堡的

名歌手 》 剧中的问题 “谁属于 这 个 时

代” “谁决定这个时代” 再次摊在欧洲

主流观众面前。
《纽伦堡的名歌手》 首演于 19 世

纪 60 年代末。 瓦格纳在卢塞恩附近海

湾的一幢别墅里完成了这部歌剧， 对于

所有艺术家来说， 那里是求之不得的创

作地点。 宁静， 壮观的景色仿佛不再是

陪衬， 而是创作者灵感的源泉。 然而瓦

格纳却无心欣赏这份美景， 为了完成作

曲家的梦想， 他付出了惊人的努力。 他

在 15 年间完成了 4 部庞大的歌剧， 不

过其中两部根本没有登台的机会， 另一

部则在演出两幕后草草结束。 《特里斯

坦与伊索尔德》 则在 1865 年在维也纳

演出两周后， 由于男高音劳累过度猝死

而中止演出 。 性格古怪而狂妄 的 瓦 格

纳， 此时推出一部新歌剧的可能性似乎

已经消失。 然而， 《纽伦堡的名歌手》
的问世改变了一切。 歌剧的情节并不复

杂， 故事环绕着鞋匠诗人萨克斯与镇公

所书记官贝希梅森发展。 骑士施托尔青

格要求加入歌唱师傅的公会， 希望能在

歌唱比赛中获胜， 赢得金匠女儿埃娃的

芳心。 由于歌唱师傅只关心遵守规则的

枝节问题 ， 施托尔青格的试唱 并 不 成

功。 不过， 他仍靠着萨克斯的协助， 以

一首新的歌曲击败竞争对手贝希梅森，
终于赢得埃娃作妻子。 《纽伦堡的名歌

手》 一经推出就受到追捧。 之后， 歌剧

在全德国演出， 瓦格纳也在拜罗伊特拥

有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歌剧院。

90后综艺粉丝坐进京剧剧场
亮相热门综艺后，京剧演员王珮瑜将跨界与相声老艺术家马志明合作

亮相热门网络综艺 《奇葩大会》，
不过数分钟的讲演， 着实让京剧坤生

王 珮 瑜 在 90 后 、 00 后 中 又 火 了 一

把———不到一个月， 微博就涨了 4 万

多关注者。 热效应还在继续， 上周，
她在北京参与录制央视新节目 《朗读

者》。 几天前， 王珮瑜又马不停蹄地

赶回上海， 为她 4 月将在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上演的 《文 图 会 》 举 办 发 布

会———在这部 “第十届东方名家名剧

月” 参演剧目中， 王珮瑜将和马三立

长子、 马氏相声掌门人马志明跨界合

作， 将传统相声 《文章会》 和京剧传

统戏 《赚历城》 《张松献图》 创新性

地串联在一起， 让纯正的传统文化带

来新的时尚观演体验。 从线上回归线

下， 王珮瑜对她的新晋关注者反复说

的一句话是： “京剧是剧场的艺术，
喜欢我的人一定要到剧场来看戏。”

从流行文化 “抢 ”来的
年轻人不能再放走了

王珮瑜现在在年轻人中有多火？
翻看她的微博评论就知道。 在她最近

的一条微博下， 有年轻人留言： “鱼
老板 （王珮瑜的昵称） 如果回复我，
我 手 抄 《新 华 字 典 》 《牛 津 词 典 》
《红楼梦》！” 还有人感慨为了看王珮

瑜第一次看电视戏曲频道。 就连关注

娱乐圈八卦的 自 媒 体 ， 也 纷 纷 “盯

上” 王珮瑜， 为京剧艺术点赞。
在网络综艺节目录制现场， 蔡康

永、 马东等评委对传统艺术有敬畏心

不意外，让王珮瑜高兴的是，一贯个性

张扬的年轻选手出奇认真地聆听她的

分享， 起立鼓掌：“这不单是对我个人

的尊重，更是对传统艺术的尊重。 ”正
应了她的那句话：“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 还有一种是还

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 ”
“圈 粉 ” 虽 好 ， 王 珮 瑜 也 很 清

醒 ， 上涨的关注 者 数 字 中 也 有 “泡

沫” ———光看评论就知道， 这些年轻

人对于偶像本身的颜值和个性更感兴

趣。 从流行文化消费中 “抢” 来的年

轻人， 要改变他们固有的偶像消费习

惯， 转化成真正走进剧场， 观看传统

京剧的戏迷并不容易。 她说： “100
个新关注者中， 能有 10 个日后真正

愿意了解京剧是干什么的， 了解其蕴含

的厚重传统， 就很不错了。” 所以， 微

博回复留言时， 王珮瑜总是带一句 “演
出广告 ”。 而这一次发布会招募观众 ，
她专门从后台报名者中选出 10 位通过

网络节目认识她的 “新人”， 为的就是

把他们巩固成真正的戏迷。 “特别高兴

的是， 我们后来了解到他们几乎都买了

这次 《文图会》 的演出票。” 有了一次

就要争取第二次， 王珮瑜打趣说： “看
了戏， 就绝对不能再放你 ‘逃’ 走了！”

创新不弃传统，为老戏找
到当下连接点

近些年王珮 瑜 对 新 生 文 化 尝 试 很

多， 弹幕、 直播、 流行歌曲都被她拿来

糅进演出的宣传、 制作中， 而她的艺术

理念则 “修旧如初”。 这一次与相声跨

界合作， 也是如此。
作为当今相声界辈分最高的演员，

马志明将与搭档黄族民在演出开场， 带

来阔别舞台超过 20 年的传统相声 《文

章会》。 此次演出采用的是几乎绝迹舞

台 、 真正原汁原味的老版本而 非 改 良

版。 这也是马志明继与王珮瑜在北京合

作 《乌盆记》 后的再次合作。 他希望通

过此次演出让马氏相声拥有更 多 的 观

众。 衔接部分为上海京剧院青年武生陈

麟演出的传统武戏 《赚历城》， 最后则

是王珮瑜主演的传统老戏 《张松献图》。
《张松献图》 是京剧 “汪派” 汪笑

侬的拿手戏， 已有近 20 年未在舞台呈

现。 常演诸葛亮的余派老生王珮瑜为何

属意于此？ 她解释， 一是为恢复这样一

出冷门的 “三国戏”； 二则历史上的张

松是个其貌不扬、 身形矮小的 “非典型

主角 ”， 而她过去演过的 《搜孤救孤 》
中 的 程 婴 、 《击 鼓 骂 曹 》 中 的 祢 衡 、
《文昭关》 中的伍子胥等人多是忠诚耿

直、 儒雅洒脱的形象。 这样的反差既是

挑战， 也为舞台呈现不一样的传统， 展

现出人物勇敢、 果断和机智的一面。
《文章会》 《赚历城》 《张松献

图》 3 个环节前后连贯， 层层展开的

是一个以 “地图” 为主题的故事。 王

珮瑜解释， 地图这个与现代生活息息

相关的事物， 在历史上也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张松将西川地图献给刘

备， 相当于是将城池要塞的详细情况

奉送对方， 令其攻打夺取。 演出中，
马志明和黄族民将客串书僮， 来上一

段相声名篇 《地理图》 的贯口， 让相

声和京剧里的 “地理图” 巧妙融合，
强化地图主题之余， 也找到历史与当

下的连接点。
王珮瑜的尝试也得到所在院团上

海 京 剧 院 的 支 持 。 院 长 单 跃 进 说 ：
“京剧应鼓励不同样式的探索， 尤其

是如何让传统艺术以可亲可近的方式

对接年轻人。 传统艺术的跨界不单是

给已积累的戏迷以全新体验， 更是为

吸引年轻观众所做的努力。”

天蟾逸夫舞台推惠民公益演出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本周五起，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将推出 “汇天蟾·惠

看戏” ———天蟾惠民公益系列演出。 为

期一周的演出中， 京剧 《穆桂英挂帅》、
越剧 《珍珠塔》 《何文秀》、 淮剧折子

戏专场演出， 以及沪剧 《金绣娘》 《大
雷雨》 在内的多个剧种传统戏将轮番上

演。 剧院以最高 80 元、 最低仅 40 元的

公益票价， 为戏迷送上年后第一份演出

福利。
其中， 京剧 《穆桂英挂帅》 将于 5

日 下 午 演 出 。 该 剧 是 梅 兰 芳 先 生 于

1959 年从同名豫剧移植而来 ， 讲述北

宋时西夏犯境， 穆桂英在佘太君劝说下

挂帅出征的故事。 穆桂英一角由上海京

剧院梅派青衣、 梅葆玖弟子田慧饰演。
剧中 《捧印》 一折的唱做并重， 是整出

戏的重头戏。 不仅因为其中 “小儿女探

军情尚无音信” 和 “猛听得金鼓响画角

声震” 两段唱颇为出彩， 也因为有 “九
锤半” 这样一大看点。 “九锤半” 也叫

“双飞燕” 是京剧中的一种武生锣鼓经

打法， 梅兰芳善于突破和创新， 将其运

用在青衣表演中， 身段既优美又符合规

定情景要求， 非常契合穆桂英这个文武

兼备的巾帼英雄形象， 充分展现出穆桂

英在接印时， 处于国仇与家恨两难境地

的复杂思想演变过程。 梅兰芳曾撰文谈

到， “九锤半” 锣声有时强烈， 有时阴

沉， 一般是在武戏里将领们出战以前，
个人在估计敌情， 作种种打算时用的，
锣声有强有弱 ， 是为了表达思 潮 的 起

落， 文戏里向来少用， 青衣采用则更是

初次尝试。 借鉴了 《铁笼山》 的姜维观

星和 《一箭仇》 的史文恭战罢回营中两

个角色低着头揉肚子的身段， 来运用在

接印的穆桂英身上， “用哑剧式表演，
纯粹靠舞蹈来说明她考虑些什么”。

田慧得梅兰芳之子、 已故京剧大师

梅葆玖真传， 在演绎这样一个角色时，
首先考虑到的是 “年龄感”。 她说， 和

其他戏中的穆桂英形象有所不同， 《穆
桂英挂帅》 时的她已是年过半百、 解甲

归田。 上半场虽然穆桂英的英姿犹存，
但主要展现的是褪去戎装， 为人母为人

媳的端庄沉稳， 而到了下半场， 她为国

为民再次领兵出征时， 主要展现的则是

英姿飒爽的元帅形象。 剧中， 演员要把

这一层人物形象上的强烈反差， 透过舞

台表演传递给观众。

钱锺书的族谱 《堠山钱氏丹桂

堂家谱》。 （均上海图书馆供图）
胡适家族的族谱 《上川明经胡

氏宗谱》。

期待“舞蹈沃土”孕育更多顶尖人才
（上接第一版） 如今， 依托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一流的舞蹈教学硬件水平和演出

实践平台， 上海市舞蹈学校将继续深化

“课程教学、 剧目创作、 舞台实践” 的

“三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 在提高办

学质量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地进行人才

培养。
舞校将以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活动， 开启 2017 年春季新学期。 昨天

下午， 著名舞蹈家、 舞校老校长凌桂明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里， 给舞

校师生带来了一堂题为 “传承 中 华 文

化、 提升综合素养” 的主题课。
凌桂明是舞校第一批学生， 也是上

海首批舞蹈明星， 他曾在 《白毛女》 等

经典舞剧中担任主要角色。 几十年教育

生涯， 他培养了吴虎生、 朱洁静等优秀

芭蕾舞演员。 新学期 ， 70 岁的他将给

学生们上基础训练课。
在虹桥路这片舞蹈沃土上学习、 生

活、 工作了近半个世纪， 凌桂明对学生

们说：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得边劳动

边学习。 现在你们条件那么好， 有了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这样优质的资源和良好

环境 ， 更不应该懈怠 。 在专业 上 高 标

准、 生活上低标准， 现在多出汗， 将来

就在舞台上少流汗。”
在 凌 桂 明 看 来 ， 新 建 成 的 舞 蹈 中

心 硬 件 太 棒 了 ， “练 功 房 比 以 前 多

了 ， 宽 敞 明 亮 ， 地 板 下 面 装 了 弹 簧 ，
保护孩子们的膝关节 ， 地布也 都 使 用

进口材料 。” 说起新校舍的优点， 凌桂

明打开了话匣子 ， 过去 ， 练功 房 面 积

很小 ， 超过一百平方米的练功 房 只 有

两 间 。 现 在 ， 舞 校 的 17 间 练 功 房 面

积都达到或超 过 150 平 方 米 。 “新 的

地标 ， 带来了新的展望 ， 我期 待 ， 在

这方舞蹈沃土上能孕育更多的 顶 尖 舞

蹈人才 ”。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文教结合

去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 是上海市 “十二五”
期间建设的重大文化设施 ， 也 是 “文

教结合 ” 理念的重大实践 。 在 没 有 围

墙 的 舞 蹈 中 心 里 ， 上 海 市 舞 蹈 学 校 、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两所学校， 共同

探索舞蹈 “中 本 贯 通 ” 新 模 式 ， 推 动

上海舞蹈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 ， 逐 步

创建培养高精尖舞蹈表演艺术 家 的 新

模式 。
“去年上海 芭 蕾 舞 团 去 荷 兰 表 演

《天鹅湖》， 就从舞校招了十几个学生。”
舞校校长李莹说， 舞蹈教育的中、 高等

教育贯通， 舞蹈艺术的学习、 排练、 演

出贯通， 是全面打通舞蹈艺术生态链的

重 要 环 节 ， 并 且 达 到 了 很 好 的 效 果 。

“孩子们从荷兰回来后明显不一样了。”
和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成熟芭蕾舞演员同

台， 学生们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而

在一流舞台上积累的舞蹈经验， 也会成

为她们日后进步的基石。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内还汇聚了上海

芭蕾舞团、 上海歌舞团两所国内一流的

文艺院团， 并拥有大小两个剧场， 更有

利于上海市舞蹈学校与院团增进合作交

流， 将教学、 表演有机融合， 充分发挥

“两团” 专业舞蹈艺术家的力量， 提高

舞校师资队伍教学水平， 增强学生的舞

台表现能力和实践能力。 在新学期的课

表上， 可以见到辛丽丽、 吴虎生等人教

授的课程， 有古典芭蕾主题的， 也有研

究现代芭蕾范式的课程。
据悉， 上海歌舞团年度新剧 《芦花

女》 就将与上海市舞蹈学校携手， 学生

们将有机会在剧中扮演角色， 和知名舞

蹈演员同台表演， 在重点剧目的正式演

出中进行 “实战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