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当着孩子面，他在舞台上拆钢琴

学钢琴是痛苦的吗？ 戏剧“教育课”受追捧

学钢琴是痛苦的吗？ 来自英国的爵

士钢琴演奏家威尔·匹克旺斯当着孩子

们的面， 在舞台上把钢琴给拆了。
这堂 《钢 琴 解 剖 课 》 正 在 “小 不

点大视界 ” 微剧场上演中 。 当 台 下 的

小 观 众 看 到 威 尔 把 钢 琴 的 盖 子 掀 开 ，
早已兴奋难耐 ， 他们看到了平 常 看 不

到的钢琴琴弦 ， 认识了钢琴发 声 与 弹

奏的原理。
据不完全统计 ， 中国目前有 3000

多 万 儿 童 在 学 习 钢 琴 。 3000 多 万 琴

童 ， 深入 认 识 钢 琴 而 真 正 爱 上音乐的

有多少？
不过有一个像威尔这样的老师就不

一样了。 在这个音乐剧场里， 他会调动

一切有趣的方式， 让被钢琴课 “折磨”
的孩子们重新发现音乐的乐趣。 《钢琴

解剖课》 曾在爱丁堡艺穗节大获成功，
很多家长陪伴孩子看完后， 也不禁发出

感叹： “我为什么要那么早放弃钢琴。”
在舞台上， 威尔的 《钢琴解剖课》

讲述了一个神奇 的 故 事 ： 一 个 一 心 想

成为宇航员的小男孩 ， 却在圣 诞 节 前

得到了一架黑色钢琴 ， 不过他 也 意 外

地 得 到 了 另 一 份 礼 物———一 本 名 为

《钢琴解剖课》 的书， 他瞬间好奇心爆

棚， 把面前 “钢琴怪兽” 一路解剖到零

件， 顺道解剖了 300 年钢琴进化史和钢

琴音乐发展史。
“贝多芬和巴赫在我年少时代的心

中， 地位还没有爵士音乐人高。 但随着

我渐渐长大， 我越来越无法抵挡住古典

乐的神奇魅力。” 威尔想把自己美妙的

感受提前告诉 “小伙伴”。 他会把充满

庄严感的巴赫赋格曲边弹边画给你看；
会用黑白琴键模拟轻飘飘的羽毛、 撕开

礼盒包装纸的声音， 仿佛自带一座声音

梦工厂； 会用手绘动画揭秘音乐家脾性

与风格： “爵士教父 ‘胖子’ 沃勒是个

好好先生 ， 大脑袋扣着顶优雅 的 小 礼

帽， 弹琴不用谱， 把全世界都弹得快活

得想跳舞” ……
“一场现代与传统的美妙对 话 ，”

有业内人士观赏后评价 ， 《钢 琴 解 剖

课》 不仅是优秀的剧场创作， 更是一个

好玩又有启发性的创意教育 “实验室”。
据悉， 《钢琴解剖课》 将在 “小不点大

视界” 微剧场演出至 4 月 16 日。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吴蛮携手水蓝演绎《琵琶协奏曲》

“琵琶有独属于中国传统的韵味
和语言，这份根基必须坚守”———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 本周六，
旅美多年的华人琵琶演奏家吴蛮将首次

携手华人指挥家水蓝及上海交响乐团联

袂献演上交音乐厅。 届时， 演奏曲目不

仅包括阿纳托尔·利亚多夫的 《魔湖》，
柴 可 夫 斯 基 的 《g 小 调 第 一 交 响 曲 》
（又名 “冬日梦幻”）， 还有中国作曲家

叶小纲的 《琵琶协奏曲》。
此次音乐会中， 格莱美奖得主、 致

力于推广中国音乐的琵琶演奏家吴蛮，
成为备受期待的一大亮点 。 她 告 诉 记

者， 传统和创新并不矛盾， 琵琶能够演

奏不同风格和形式的音乐， 来自世界各

地的作曲家也可以为传统乐器注入他们

各自新鲜的表达方式。 但是， 每件乐器

的原味和人文思想却不能丢。 “琵琶有

独属于中国传统的韵味和语言， 这份根

基必须坚守。”
吴蛮传承了古代中国重要的琵琶演

奏学派———浦东派的技艺， 多年来试图

通过先锋的多媒体项目， 以保存中国的

古代音乐传统。 她让琵琶与美国著名的

现代派弦乐组合克罗诺斯四重奏对话，
甚至让琵琶曲诠释西方爵士乐 。 吴 蛮

说： “上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民众对中

国文化的认识比较浅薄， 琵琶音乐并不

能真正走入人心， 这种距离感使我开始

反省， 如何将传统乐器和别的文化进行

融合与再创作， 使不了解琵琶的人也能

对其感兴趣。 说到底， 乐器终究要和听

众 形 成 心 灵 的 共 振 。” 2013 年 ， 她 被

《美国音乐》 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器乐演

奏家， 这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一个古典

音乐范围之外的演奏家。 作为作曲家，
吴蛮也创作了很多琵琶作品。 今年格莱

美颁奖典礼上， 吴蛮加盟的丝绸之路乐

队的 《歌咏乡愁》 获得最佳世界音乐专

辑奖， 其中收录了吴蛮创作的作品 《汶
森的歌》。

《十面埋伏》 《春江花月夜》 等中

国人耳熟能详的琵琶名曲， 对西方人来

说十分陌生。 吴蛮最初抱着琵琶走上西

方的舞台时， 外媒甚至找不到词来形容

她的演出， 只能一味夸她 “美”。 但随

着时间推移， 吴蛮成功将琵琶推向国际

舞台， “我想成为突破地域局限的琵琶

演奏者、 音乐传播者， 再往本而生， 向

内而求， 成为一名文化寻根者。” 2001
年， 叶小纲受德国萨尔布吕肯广播交响

乐团委约 ， 为吴蛮创作了 《琵 琶 协 奏

曲》， 同年由该乐团在君特·赫比希指挥

下和吴蛮进行了世界首演， 受到中西方

听众的热烈欢迎。
吴蛮称赞 《琵琶协奏曲》 “具有浓

郁的海派都市文化韵味， 又融合了京剧

锣鼓等传统音乐风格，极具画面感”。 作

品曲式独特，呈类似“起承转合”的四乐

章编排。 第一乐章中，乐曲以演奏技术

复杂的长时间琵琶独奏开始，包括琵琶

音乐中典型的快速轮指技术。 第三乐章

慢乐章的开头是一段抒情的乐队前奏，
之后由独奏声部 呈 示 源 自江南民间小

调 “滩簧调 ” 的一系列变奏 。 末 乐 章

综合了前几个乐章中出现过的 主 要 主

题 ， 作曲家在中间段落刻意模 糊 了 调

性 ， 还将琵琶和第一小 提 琴 的旋律混

合在一起， 使琵琶和乐队之间磨合出有

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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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那掷地有声的是信仰的力量
广播剧《邹碧华》明起播出

早餐桌上汤勺与瓷碗间的敲击声，
一只玻璃杯被清茶注满的声音， 展览室

外倏忽而至的冬雨声———闭上眼睛， 这

些声音会被无限放大。 餐桌上的话语是

父子间的坦诚交流， 是法官与人民共振

的心声， 更是司改践行者对法律的忠贞

信仰———闭眼倾听， 心更近了。
明天 18 点 30 分， 三集广播连续剧

《邹碧华》 将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

首播， 用声音追思那位故去的、 却始终

与时代同行着的燃灯者。
2014 年 12 月，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因突发心脏病过世。
2015 年 2 月 2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 见 》 发

布， 其 65 项司法体制改革举措， 也凝

聚着法官邹碧华的心血和智慧。 幸好，
灯火常在， 行者不孤。 邹碧华过世后，
人们纷纷以书籍、 话剧、 越剧、 电影等

形式缅怀斯人。 此刻， 当广播剧中人用

心声拷贝心灵， 闻者分明能顺着那些细

微处的声响， 感知到 2 年多前那颗有力

的心脏跳动， 再从这颗心出发， 听到推

进法治中国的坚定脚步声。

循着声音线索，找到影响
过他的和他影响的人

广播剧由一个年轻又哀而不伤的声

音开始，这是剧中邹碧华的儿子邹逸风。
在他 21 岁生日那天， 父亲还与他相约，
“下次好好说说自己 21 岁的往事”，孰料

翌日，天人永隔，年轻人只能从遗物、故

人、甚至新闻里找寻父亲的踪影。广播剧

即以此为切口， 循着邹碧华过世前后几

天内发生的声音线索， 还原曾经影响过

邹碧华以及他所影响过的人。
第一集， 邹家父子的早餐桌上发生

了两场激辩。一场围绕情与法，邹逸风代

同学来向父亲求证， 林森浩投毒案是否

会因百余名同学的联名上书求情而网开

一面。 他得到的回复是：“法官的最高信

仰，始终是法律。 ”另一桩的主题是金钱

与信仰。 与邹碧华同在司法改革小组的

年轻海归法官亢达来电， 猛然间提出辞

职， 原因是有家律师行出 120 万年薪邀

他加盟。结果不欢而散，电话那头传来的

争吵声、信号被切断的忙音、邹碧华转身

沉重的脚步声， 悉数在听众心里投下悬

念：邹碧华能改变这些年轻人吗?
剧情渐渐展开， 人物关系图也次第

铺开 ， 更多层的声音涌来 。 有 普 通 律

师为 “律师和法官职业共同体 ” 慷 慨

陈 词 ， 有 百 姓 摔 了 “鸣 冤 ” 用 的 锣 ，
有儿子在追悼会前夜念给母亲 听 的 悼

词， 还有遗体告别时那支《啊朋友， 再

见》 ……这些声音交织到一起， 汇成邹

碧华生前为之奋斗不息的大事记。

打开听觉捷径，靠近那个
名为“信仰”的东西

广播剧导演徐国春坦言， 没有画面

的蒙太奇， 少了视觉对于形象的捕捉，
广播剧擅长的是讲一个曲折离 奇 的 故

事， 却很难为人物精准描摹。 比如她曾

执导的 《刑警 803》 系列， 刑侦案件的

蹊跷， 干警们破案的过程， 极强的故事

性是广播的加分项。 但要还原一位法官

在司改路上不舍昼夜的疾驰， 却谈何容

易， 所以剧本从 2015 年初开始不断被

推翻重来。
事情在找到王兴东后出现了转机。

王兴东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在他

笔下诞生过 《建国大业》 《辛亥革命》
《孔繁森》 等多部优秀剧本。 徐国春向

王兴东递去橄榄枝， 编剧只因一句话就

答应了邀约， “我听到了一个儿子， 为

他 47 岁就病逝的父亲所写的悼词”。 在

一名执笔 40 余年的编剧眼里， 那篇出

自 21 岁年轻人的悼词毫无装饰， “但

恰恰是其中每一个纯真的字让人相信，
信仰本身具有掷地有声的力量”。

于是， 王兴东选择用声音为信仰塑

形。 第三集有着全剧的华彩。 为了劝服

亢达回心转意， 邹碧华带他登上驶往江

西南昌的列车， 那里有参与过东京审判

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纪念馆。 室外风雨

大作， 室内是两代法官基于历史的你来

我 往 、 声 声 高 亢 。 “骨 气 是 什 么 ？ ”
“法官的骨气就是法袍！” “梅汝璈的信

仰是什么？” “他坚持必须按照签字国

的顺序来布置国旗， 这就是他对国家的

信仰！” 这是全剧尾声亢达回归法官信

仰的激昂前奏。
剧本完成， 王兴东闭上双眼， “我

去过邹碧华的家乡江西奉新， 读过他的

著作， 还采访了许许多多他身边的人。
我所看到的， 一定让你们听到， 听到我

的泪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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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连续剧《邹碧华》将用声音追思那位故去的、却始终与时代同行着的燃灯者。
图为饰演邹碧华的王玮（左）与饰演贺青山的康爱石在演播中。 （东方广播中心供图）

清末民初已是南方戏曲活动中心
307件珍贵史料亮相“海艺存珍”特展，展现上海舞台艺术旺盛的生命力———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上海现存最

古老的戏单、 近代中国第一家国人自

建新式演剧场所的复原模型、 目前可

知的最早的梅兰芳演出影像…… “海
艺存珍———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

藏珍档特展 ” 昨 天 在 上 海 图 书 馆 揭

幕， 亮相的 307 件珍贵史料、 实物，
展现了上海舞台艺术旺盛的生命力。

展览开篇， 一张光绪年间的 “大
观园戏单”， 是京剧进入上海舞台的

见证。 这一页历尽百年沧桑、 已现残

角的纸片是目前上海现存最古老的节

目单，上面刊登了大观园“十四夜演”
夜戏的剧目和演员名单。 虽然这份戏

单的具体年份无从知晓， 但从演出的

主要剧目《蜃中楼》的排演年份推测，
应该是京剧进入上海后不久， 而戏单

上的演员阵容———张胜奎、小莲生等，
都是响当当的大牌， 难怪时文记载有

“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的盛况。
上 海 开 埠 虽 然 只 有 170 多 年 的 历

史， 然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文化

背景， 使这座城市在清末民初便成为我

国南方戏曲活动的中心。 京剧、 昆曲、
徽剧、 绍兴乱弹、 秦腔、 粤剧、 上海花

鼓戏、 南词滩簧等南北各种地方戏曲相

继涌入， 在上海剧坛争妍斗丽。 最初，
他们的演出场地主要集中在庙 宇 、 会

馆、 勾栏、 茶楼等地方， 不久， 各类专

门的演剧场所竞相创建。 其中， 建成于

1908 年的 “新舞台”， 是近代中国第一

家国人自建的新式演剧场所。 它由京剧

艺人夏月恒、 夏月珊、 夏月润、 潘月樵

与沪上绅商集资建造， 坐落于上海南市

十六铺外滩老太平码头附近， 面临黄浦

江， 后通里马路 （今中山南路）。 本次

展览展出了一件依据 1908 年 “新舞台”
原貌复制的模型， 通过该模型， 观众可

以清晰看到， 当时的 “新舞台” 在建筑

风格和布局上，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老式

茶馆剧场， 而是大量参考了欧洲和日本

的新式剧场， 舞台作伸出式半月形， 既

取消了两柱四方形的传统舞台， 又保留

了戏曲舞台三面环临观众的特点。 转动

模型开关， 能看到当年 “新舞台” 新式

转台的模样———它由台下一架大转盘启

动， 可同时形成两台布景。 这里还是我

国最早使用灯光、 布景的戏曲剧场， 观

众厅可容纳 2000 名观众。
“新舞台” 的出现推动了近代中国

剧场的革新 ， 从此 ， 新式剧场 相 继 涌

现 。 就 连 当 时 远 东 地 区 最 大 的 游 乐

场———大世界也设置了专门的剧场， 游

客买门票进场后可以任意去各 剧 场 观

赏， 不受时间和场子限制。 大世界从开

创那天起， 同步发行 《大世界》 报， 每

天一份， 介绍每个场子、 每个时段的演

出内容和主要演员。 本次展览首次展

出 了 一 份 1920 年 3 月 9 日 出 版 的

《大世界》 报， 观众可以从中看到当

天大世界的娱乐活动。 在乾坤大剧场

的夜场演出的演员名单中， 记者发现

了孟小冬的名字， 与她同场演出的还

有粉菊花、小秃扁等诸多名角。老剧场

研究专家邱国明告诉记者， 从孟小冬

的出场顺序可以看出， 她演的是中路

戏，还处于学艺阶段。 事实上，大世界

的乾坤大剧场因其开创男女同台演出

先例，成了当时不少名角的腾飞之地。
此外， 本次展出的清同治年间的

梨园公所地契、 字据， 梨园前辈艺人

的照片 、 关书 、 护照 ， 1929 年底拍

摄的无声影片 《霸王别姬》 等， 都是

上海舞台艺术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上

的重要见证， 也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

了物证。

微型小说体量虽小，格局不能小
黔台杯·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揭晓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日前， 黔台

杯·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评选

揭晓， 40 余篇获奖作品从 8000 多篇来

稿中脱颖而出。 其中， 作家刘斌立蝉联

摘冠 ， 以 《东归 》 获一等奖 ， 刘 建 超

《剃家》、 徐慧芬 《纽扣》 等 5 篇作品获

二等奖 ， 侯发山 《抢来的家》 等 10 篇

作品获三等奖， 另有 30 篇作品获优秀

奖。 大赛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世界华

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联合主办。
“微型小说， 也叫小小说， 这次大

赛每篇来稿包括标点符号在内， 都不超

过 1500 字 ， 体量 虽 小 但 格 局 不 能 小 。
这需要创作者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 写

出对生活的体察入微 ， 同 时 不 失 审 美

内涵与思想内涵。”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会长郏宗培告诉记者， 上世纪 80 年代

初 ， 微型小说这一文学载体应 运 而 生

并流行 ， 后来沉寂过一 段 时 间 ， 最近

几年随着互联网时代阅读方式的多元，
这种言简意赅 、 便于传播的 “千 字 文 ”
又找到了新的渠道与活力 。 世 界 华 文

微型小说大赛迄今举办了三届 ， 分 别

由著名作家柯灵 、 莫言 、 叶辛 担 任 终

评委主任。
在评论界看来， 微型小说的创造性

在于， 要以一当十、 短以胜长。 以一等

奖作品 《东归》 为例， 小说从卡佳、 巴

尔图雅一对跨国年轻恋人的对话中， 既

传神勾勒出人性的依恋、 纠结与不舍，
也以小见大凸显了 “一带一路” 建设对

普通人命运的影响， 卡佳甘愿随爱人东

归， 皆大欢喜。 有评委评价， 作品以历

史的深度带动现实的发展， 传达出 “爱
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的题旨。

微型小说是对作家感受生活的艺术

能力的直接考验 ， 也是 对 叙 事 语 言 和

方法的考验。 有学者直言， 小小说仅

有 “电报体 ” 是不够的 ， 因为 电 报 太

干巴 ， 而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得 多 ， 最

忌寒伧 ， 削足适履 ， 压缩干粮 。 小 说

不论多么小， 仍有自己的天地与空间，
自己的明暗与节奏 ， 需要写作 者 精 进

探索。

本周六， 华人指挥家水蓝将携手

华人琵琶演奏家吴蛮及上海交响乐团

联袂献演上交音乐厅。 图为吴蛮。
（上交供图）

首届《上海文学》小说大赛揭晓
本报讯 （记者许旸）日前，由《上海

文学》 杂志社携手上海人金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等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上海文学》
小说大赛结果揭晓。 作家涂元伟的中篇

小说 《子宫不是宫 》摘得大奖 ，默音 《酒

狂》、张蓉《鸟鸣嘤嘤》获佳作奖，邱振刚

《城里的月光》、 王笑歌 《香奈儿一九八

三》、胡腾《麻袋传奇》获优秀奖。

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及海

外的作者投稿 1500 余篇次，经过近一年

的稿件征集和初评期，再经由赵丽宏、陈
村、金宇澄、王丽萍等知名作家和编剧组

成的评委会终评，最终评选出大奖 1 名、
佳作奖 2 名、优秀奖 3 名及入围奖若干。
部分获奖作品将于年内结集出版， 并计

划改编成影视剧。

在音乐剧场里， 威尔会调动一切有趣的方式， 让被钢琴课 “折磨” 的孩子

们重新发现音乐的乐趣。 （“小不点大视界” 微剧场供图）

大世界乾坤大剧场因开男女同台演出先河，成
了当时不少名角的腾飞之地。 图为大世界宣传画。

兰心大戏院一度是全市话剧演出的主要场所。 早期的申曲剧本 《申曲合刻》。
（均由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