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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演员在红色经典传承中不断成长
有专家感慨说，观看上芭的《白毛女》，是一次艺术享受，一次精神洗礼，

一次不忘初心的教育，一次为民履职再出发的宣誓

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昨晚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红色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一部流

传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经典，“北风吹”
“红头绳”等脍炙人口的段落，承载着

几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昨晚，上海芭

蕾舞团新一代青年演员挑大梁， 在中

央党校礼堂演出《白毛女》获得巨大成

功，有观众形容说“整个礼堂为精彩的

演出沸腾了”。这部深受中国观众喜爱

的作品不仅呈现了海派芭蕾的艺术品

质和细腻风格， 也见证了上芭秉承艺

术初心和光荣传统的不懈努力。
有专家感慨说，观看上芭的《白毛

女》，是一次艺术享受，一次精神洗礼，
一次不忘初心的教育， 一次为民履职

再出发的宣誓， 感谢上芭演员的激情

演出。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道：

“我们中国自己的芭蕾经典，要靠年轻

人传承下去。 ”

《白毛女 》是上芭人精
神的延续

被誉为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民族

风格完美结合的《白毛女》，是中国芭

蕾学派的奠基作品之一。这部 1964 年

完成的作品让中国芭蕾甩掉了 “洋拐

杖”，走上了民族化道路。半个世纪中，
《白毛女》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已上演

了 2000 余场。对于前身为《白毛女》剧
组的上海芭蕾舞团而言， 这部舞剧有

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是上芭人精神的

延续。
昨晚登台的首席主要演员吴虎生

扮演农民大春， 主要演员李晨晨和周

嘉雯分别扮演喜儿和白毛女。 当剧中

喜儿的英勇抗争、 穷苦大众迎来解放

等场景再现时， 新一代青年舞蹈演员

的精湛演绎和贴合人物的精气神，赢

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十年磨一剑的吴虎生精准地演出

了“大春”从纯良少年到成熟八路军战

士的蜕变。十年来，伴随着“大春”这个

角色，他也不断成长。 他说，只有让每

个舞步、每个眼神都经得起推敲，角色

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这位上芭明星

舞者表示：“要用世界语言来讲好中国故

事， 让更多中国芭蕾作品去往世界舞台

中心。 ”
曾经，舞剧《白毛女》的辉煌造就了

石钟琴、茅慧芳、凌桂明等芭蕾表演艺术

家，《白毛女》 的传承与早期原创剧目使

辛丽丽、汪齐风、杨新华等中国芭蕾的时

代人物脱颖而出。如今，舞台上一批又一

批卓越的新鲜力量在不断生长。

守护初心 ，坚持 “原汁原
味”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里， 有多少演员演过喜

儿，真的数不清了。 辛丽丽回忆说，一来

在《白毛女》中，喜儿和白毛女时常由两

个演员来演。 二来同一时期也会有两三

组演员同时担纲演出。可以肯定的是，50

多年来上芭培养出的几代 “白毛女”，也
见证着上海芭蕾人才的成长———第一代

的石钟琴、 第二代的辛丽丽早已是中国

芭蕾的杰出代表。
为了保持一 部 经 典 芭 蕾 舞 剧 的 品

质， 无论其他剧目在艺术表达上如何创

新，《白毛女》 在剧情和角色情感上始终

忠于原作，演员的服装和妆容、舞台布景

也几乎未改动。对于《白毛女》来说，这些

不是“落伍”，而是“原汁原味”。 “导演的主

题思想就是不走样，包括海报，也和最初的

一模一样。 曾经参演创排这部剧的主创人

员很多已经过世， 我们必须继承先辈的精

神，把经典好好传下去。”辛丽丽说，全团上

下都努力守护着这份初心，事无巨细、一丝

不苟，“就连演出服的面料也是到厂里面定

制，专门为这个戏所染”。
艺术风格和舞台呈现力求“原汁原味”

的同时， 舞蹈艺术上的追求却没有原

地踏步。 辛丽丽说：“下半场白毛女段

落中，加强了双人舞的片段，女主角的

技术难度也有所增强———以前转两个

（圈）的地方，现在要转三个（圈）；喜儿

与大春相认的片段中， 也增加了双人

舞的密度……”
最终， 精湛的技艺、动情的演绎，

征服了台下的学员们。

“爱乐之城”张开手拥抱更多爱乐之人
———访上海爱乐乐团新任艺术总监张艺

上海爱乐乐团日前在新任艺术总

监张艺的执棒下， 带来瓦格纳 《纽伦

堡的名歌手》 （无词版） 沪上首演。
在张艺的老师、 享有德国指挥界 “活
化 石 ” 之 称 的 马 克 思·博 默 看 来 ，
《纽伦堡的名歌手》 是部 “健康而充

满正能量的作品”。 不少乐评人兴奋

地表示， 能在新艺术总监上任不久之

际 ， 就听到这 样 一 番 气 势 恢 宏 的 演

绎， 颇令人感到惊喜。
演出前张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他充满期待地描绘了接下来五年任期

内的 “爱乐蓝 图 ”。 其 实 早 在 20 年

前， 他就首度执棒了上海爱乐乐团的

前身上海广播交响乐团， 并在一年里

与乐团合作了整整四次。 “我还能清

楚地记得当时指挥的音乐， 有贝多芬

《第七交响曲》 等外国曲目， 也有叶

小钢 《地平线》 等中国作品。”
20 年后张艺与上海爱乐再续前

缘， 并努力让申城成为真正的 “爱乐之

城”：对外，当世界的目光聚焦上海这座

城， 聆听爱乐便能感受到中国气派；对

内，让城中人都能走进上海爱乐，使交响

乐世界变得不再神秘和遥远。
在张艺心中， 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

拥有这样一条脉络———19 世纪是作曲

家 的 时 代 ， 20 世 纪 是 指 挥 家 的 时 代 ，
21 世纪是乐团的时代 。 中国交响乐则

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追赶着别人通过

几百年完成的 “进化”， 且作曲家、 指

挥和乐团在同步发展。 “作为音乐从业

者不能太急躁冒进， 还是得加强自身修

炼， 把基本功练得更扎实； 也希望我们

的听众能多多关注本土乐团， 看到他们

这些年来的步履不停。”
在上海爱乐下个乐季的开幕音乐会

中， 将首演由华人作曲家于京君创作的

《中国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 张艺说：
“乐团一方面要努力演奏好西方经典，另
一方面也要演奏好中国原创作品， 努力

开创当代交响乐的‘中国学派’。 ”在 80

多年前的英国，作曲家亨利·珀塞尔写了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 这首管弦乐作

品介绍了各乐器的音色特征， 至今仍在

全世界多地上演以普及交响乐。“那中国

的音乐语言如此丰富， 为什么我们不能

写一部《中国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于
是，张艺找到在国外学习古典音乐多年，
又对中国戏曲和民间音乐颇有研究的于

京君， 以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

元素作曲，展现不同乐器特色。
此外， 在上海爱乐本乐季和下乐季

的音乐会中，将上演叶小钢、吕其明、金

复载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国际巡演计

划也在有条不紊地安排中， 由上海爱乐

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 《京剧幻想》，
以及《中国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等，都

将于未来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未来， 张艺充满

信心， 也时常进行省思。 他在多年来的

国外执棒经历中， 发现国外古典音乐的

观众愈发 “老龄化”， 而中国的观众不

仅年龄层次更广泛， 对音乐的痴迷程度

和了解程度也让张艺感到惊讶。 “有
粉丝调侃我是 ‘乐迷型’ 指挥， 因为

我很喜欢和他们在网上交流， 在不少

自媒体上， 我看到充满朝气、 有见解

的新兴乐迷力量正在成长。” 张艺曾

在国家大剧院多次举办讲座， 观众席

里能见到从工厂里退休的年长乐迷，
也有对古典音乐了然于胸的大学生，
无论他们年龄、职业有何不同，都怀揣

着一颗爱乐之心。“上海同样是一个演

出非常发达的城市，每天都有歌剧、话
剧、交响乐、芭蕾舞等在这里上演。 在

资讯如此发达、节目繁多的当下，作为

乐团应该以怎样的方式， 吸引 90 后、
00 后等年轻人的注意？ 这些都是我们

每个音乐从业者应该思考的事。 ”
眼 下 ， 上 海 爱 乐 位 于 武 定 西 路

1498 号的场馆已经修葺一新 。 张艺

说： “欢迎大家来观看乐手排练， 我

也乐于为观众 进 行 演 出 前 的 普 及 讲

座。 上海爱乐将张开双臂拥抱所有城

中的爱乐之人。”

嵊州“越剧小镇”
要为百余个濒危剧种“安家”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日前， 首

届 “国际戏剧小镇联盟论坛” 在越剧小

镇举行。 戏剧导演郭小男在会上宣布，
嵊州 “越剧小镇” 有望明年全面开门迎

客。 届时， 小镇不仅为本土越剧搭台，
还将设立专门的 “天下第一团 ” 古 剧

场 ， 邀请全国百余个濒危剧种来 此 排

练、 演出。 这也将是小镇第一个面向观

众的项目， 今年年底就将投入使用。 郭

小男说： “保护地方剧种要在传承的同

时进一步激活， 交付给今天的时代， 让

人们重新认识其背后的历史底蕴与民俗

民间文化。 我们希望来到小镇的各地游

客， 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乡音。”
据文化部去年公布的新一轮地方戏

曲剧种普查结果显示， 全国有 348 个剧

种 ， 其中 120 个 剧 种 仅 有 一 个 国 办 团

体。 这样的团体在业界有个别称， 名叫

“天下第一团 ”。 这一名称最早在 1992
年提出 ， 当年举办的全国 “天 下 第 一

团 ” 优秀剧目展演上 ， 32 个过去只在

本土田间地头演出的稀有剧种 集 中 亮

相， 引发人人争说 “第一团” 的文化现

象。 “第一” 背后也道出濒危剧种传承

发展的尴尬。
有着百年历史的越剧， 因为第一代

艺人在上海吸纳话剧与昆曲表演艺术的

优势， 不断提升剧种艺术品相、 拓展影

响力， 从而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地方剧

种 。 然而距离嵊州数十公里的 绍 兴 新

昌， 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新昌调腔发展

并不尽如人意。 不同于舞台常见的地方

剧种， 新昌调腔没有丝弦乐器伴奏， 台

上演员的演唱仅靠打击乐和幕后的帮腔

演员烘托。 别看其形式简单， 却是全国

目前仅存唯一能演出元杂剧 《北西厢》
《汉宫秋》 的团体， 不仅具有艺术欣赏

价值 ， 同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 值 。 不

过， 作为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剧种， 新昌调腔如今就只

有新昌县调腔非遗传承发展保护中心一

家剧团。
如何让新昌调腔这样的周边剧种，

以及全国更多边远地区的地方戏曲， 有

一方本地区之外的舞台？ “越剧小镇”
计划把这些团邀请到小镇轮演， 担当这

些剧种继续发展、 研究的责任。 多年来

排演戏曲剧目， 郭小男深知剧团创排作

品 的 痛 点 在 哪 里———剧 目 排 练 合 成 场

地。 在这个剧场不仅可以演出， 剧团还

可以在这里免费排练合成， 让他们永远

在这里落座。 而对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

说， 来小镇不仅可以感受越剧这个江南

剧种的婉约典雅， 同样也能听到自己的

乡音 ， 在戏台上唤醒儿时对民 俗 的 记

忆。 戏曲之外， 非遗还将贯穿于越剧小

镇的生活内外。 嵊州竹编、 泥塑、 根雕

等国家级 、 省级非遗项目都将 在 此 集

中， 形成非遗工匠艺术村落， 让传统文

化体验成为有机整体。
除古剧场外， 越剧小镇还将建设经

典剧场、 晚宴剧场以及十多个中小型戏

剧场———戏剧工坊， 令来自世界各国的

戏曲、 话剧、 音乐剧、 舞蹈、 实验剧艺

术家在这里完成从构想到创排再到演出

的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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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惊艳瞬间和历久弥新的感动
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将来沪诠释舒伯特作品

本报讯 （记者姜方）为纪念舒伯

特逝世 190 周年， 维也纳广播交响乐

团将在艺术总监科奈留斯·麦斯特执

棒下， 登台东方艺术中心演绎舒伯特

《罗莎蒙德序曲》、卡巴列夫斯基《钢琴

与乐队的幻想曲》 和舒伯特第九交响

曲《伟大》。
此次音乐会将是麦斯特率维也纳

广播交响乐团的来沪告别演出。 从今

年9月起，他将担任斯图加特国家歌剧

院和斯图加特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总

监。 这位不到40岁的德国音乐家的指

挥曲库十分广泛， 包括莫扎特、 瓦格

纳、贝多芬、舒曼等人的作品。 下个季

度，麦斯特会继续与巴黎管弦乐团、柏
林爱乐乐团等密切合作。 随团前来的

28岁华人钢琴家黄慈，师从加里·格拉

夫曼、阿里·瓦迪两位钢琴名师。 2015
年，黄慈发行了第二张个人唱片，演绎

斯卡拉蒂的39首钢琴奏鸣曲， 该唱片

曾获《留声机》杂志“编辑选择奖”。
定于今年5月举行的上海音乐会

中， 三首经典之作将被奏响以致敬舒

伯特。《罗莎蒙德序曲》是他为戏剧《塞
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所作的配乐，该
作在1823年首演于维也纳歌剧院。 舒

伯特也创作了 大 量 钢 琴 四 手 联 弹 作

品， 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极富抒情意

味的《f小调幻想曲》。 1961年作曲家卡

巴列夫斯基根据该作改编创作了《钢

琴与乐队的幻想曲》，使乐曲更具有气

势和层次感。 完成于舒伯特人生最后

一年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则展现了

丰富的乐思和鲜明、富有朝气的节奏。

均为芭蕾舞剧 《白毛女》 剧照。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 5 月将来沪诠释舒伯特作品。 （东艺供图） 嵊州“越剧小镇”将建设包括“天下第一团”古剧场、经典剧场和晚宴剧场在内

的多个剧场以及十多个戏剧工坊，图为“晚宴剧场”效果图。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