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硕

尚长荣忆俞老：
看他的戏好像在欣赏一首诗

京津沪戏曲人将集结献唱致敬俞振飞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上海戏剧

学 院 昨 天 宣 布 ， 将 于 5 月 20 日 举 办

“俞振飞任上海戏校校长周年京昆演唱

会”。 今年适逢俞振飞先生担任上海戏

校校长 60 周年， 为纪念俞振飞先生在

戏曲教育领域里的卓著贡献 ， 该 演 出

将 在 上戏实验剧院演出 。 届时 ， 京津

沪 三 地 老 中 青 几 代 戏 曲 人 悉 数 登 场 ，
以 演出表达对这位京昆 艺术大家的敬

仰与怀念。
“说起俞振飞三个字， 他是我们梨

园界公认的一代宗师， 是我们戏曲人的

楷模。”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京剧表

演艺术家尚长荣回忆起与前辈俞振飞交

往点滴， 尤为感慨。 九岁就随父亲尚小

云看过俞振飞与梅兰芳北上合演的 《贩
马记》， 尚长荣赞叹 “看俞老的戏好像

在欣赏一首诗”。 此后， 他与俞老合作

《打黄盖》。 录音时俞振飞贴心建议尚长

荣 “涨个调门儿”， 以此突出尚长荣自

己的个人表演。 尚长荣没答应， “因为

我的调门儿涨上去， 整体氛围就不对头

了”， 不过也因此感念俞振飞的艺德人

品。 尚长荣说： “俞老为他人想得细腻

周到， 从不突出自己。 这让我受到很大

的启迪 ， 很多人总是考虑如何 展 现 自

己， 不太为同行考虑。”
对于十六七岁就跟着俞振飞学戏的

岳美缇来说， 这位首任戏校校长的言传

身教更是受益终身。 俞振飞在外地演出

很多， 常以书信与学生互通有无， 信中

一段话打动岳美缇至今： “我出去很久

了， 我很想念家。 学校就是我的家， 我

没有子女， 学生就是我的子女。”
据悉 ， 20 日演出将以上海戏校学

生集体表演的 《京剧风采》 为开场。 紧

接着蔡正仁先生将带领昆剧小 生 呈 现

“五班三代同堂” 格局， 用昆曲传承的

绵延不绝 ， 告慰俞振飞老校长 。 尚 长

荣 、 叶少兰 、 康万生 、 袁慧琴 、 史 依

弘、 李军、 安平等京剧名家， 都将参加

这次演唱会； 俞振飞先生的夫人、 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蔷华老师也将出席。
昆剧经典 《牡丹亭》 《长生殿》 《玉簪

记》 将以片段演出， 京剧名作 《贵妃醉

酒》 《四郎探母》 《珠帘寨》 也将登台

亮相， 以体现京昆艺术在俞振飞先生身

上的水乳交融。 此外， 还有一出根据俞

振飞、 言慧珠主演 《墙头马上》 改编而

来的同名京剧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 ， 5 月 19 日还有一

场重磅演出， 即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

院院长李佩红领衔的程派名剧 《锁 麟

囊》。 届时， 这位天津京剧名角将首次

以戏曲学院院长身份与上海观众见面。
作为当今京剧程派艺术的传承人之一，
李佩红深得王吟秋、 李世济、 熊承旭等

名师真传。 这出 《锁麟囊》 是她传承前

辈精湛表演艺术的精品力作。 不同于以

往的是， 此次 《锁麟囊》 是一次师生同

台合演： 李佩红饰演薛湘灵， 萧润年、
童 航 等 戏 曲 学 院 名 师 也 将 参 与 演 出 ；
作 为在校学生 、 梅葆玖先生的关 门 弟

子， 梅派青衣炼雯晴将在剧中饰演赵守

贞， 其余配演也均由戏曲学院在读学生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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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民族歌剧的红色血脉
上海歌剧院两部现实主义作品《田汉》《晨钟》同时开排———

西方经典 《纳布科》 余音尤绕，
上海歌剧院全 团 两 部 原 创 新 作 《田

汉》 《晨钟》 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排

练中。 日前， 记者走进上海歌剧院，
发现几个排练厅好生热闹。 这边是上

海歌剧院艺术总监、 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魏松带领青年男高音歌唱演员于浩

磊试唱 《晨钟》 片段。 那边是旅德作

曲家苏聪正指导演员宋倩、 刘涛试唱

《田汉》 中的 “安娥初见田汉” 一幕，
剧中人的唱和充满戏剧张力。

历经三年的选题研发、 主创讨论

及剧本创作修 改 后 ， 《晨 钟 》 《田

汉》 两部原创歌剧在近期进入作曲阶

段， 将分别于今年 5 月推出钢琴版与

音乐会版。 在充分听取业界意见并悉

心打磨后， 《晨钟》 将于今年 12 月

首演， 《田汉》 有望明年 4 月与观众

见面。 厚积才能薄发。 上海歌剧院院

长许忠希望在 打 造 讴 歌 党 、 讴 歌 祖

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之精品力作

的同时 ， 也彰 显 歌 剧 院 “多 元 、 新

锐、 精湛” 的艺术追求。

让艺术创作热情与民
族命运紧紧相连

说起田汉， 对很多人来说， 既陌

生又熟悉。 《义勇军进行曲》 写出了

民族的呐喊心声而成为国歌， 激励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 田汉也因此常驻人

们心底。 其实， 田汉还有剧作家、 文

艺批评家等多重身份。 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 他创办文学杂志、 电影剧社；

抗战时期创作话剧 《芦沟桥》 等作品积

极参与文化界救亡工作； 和平年代， 还

完成了传统戏曲 《关汉卿》 《谢瑶环》
等剧本改编。

为此， 歌剧 《田汉》 以民族危难为

大背景， 在他的爱情选择、 政治选择、
艺术选择的过程中体现他涅槃重生的人

生历程。 导演张曼君说：“我们希望这部

歌剧作品不仅讲述他创作国歌的故事，
也回溯田汉与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所走过

的道路， 展示他是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坚

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上海音乐学院副

院长、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将饰演

这位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
“我们要唤醒这沉睡故地， 去迎接

全新的太阳， 从东方升起。 这就是我心

中， 一声嘹亮的号角—————共产主义。”
这是 《晨钟》 中的一段歌词， 配合朗朗

上口的旋律， 一如剧名 “晨钟”， 庄严

肃穆， 撞击着听者的心灵。 该剧的编剧

姚远曾执笔话剧 《商鞅》， 此次接手歌

剧创作 ， 尽管曾为同题材写过 话 剧 剧

本， 仍几易其稿， 为的就是充分展现中

国共产主义先驱心怀崇高革命信仰， 为

民族探寻真理、 为革命奔走呐喊、 为

共产主义慷慨 赴 死 的 革 命 精 神 。 据

悉 ， 参与 5 月演 出 的 魏 松 特 地 瘦 身

20 斤， 力求更好地贴近人物形象。

探索新时代民族歌剧创
作课题

在过去， 《白毛女》 《小二黑结

婚》 《洪湖赤卫队》 等剧， 开启了中

国歌剧民族化的道路。 站在新时代，
中国作曲家正努力为这一课题的持续

探索，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上海音

乐家协会主席、 作曲家许舒亚认为，
当下的歌剧创作既要尊重歌剧创作的

艺术基本规律， 同时要满足观众对于

“好听好看” 的需求。
那 么 ， 如 何 体 现 民 族 歌 剧 的 特

点？ 许舒亚告诉记者， 故事的时代背

景、 地理环境和人物性格就是线索。
《晨钟》 故事一开始发生在上海， 音

乐上契合当时的上海风貌。 而此后不

少情节发生在北京， 许舒亚就在曲调

中融入京韵大鼓的元素。
《田汉》 的作曲苏聪， 早年凭借

《末代皇帝》 电影音乐， 与坂本龙一、
大卫·拜恩一起， 获得第六十届奥斯

卡最佳原作音乐奖， 让西方音乐界瞩

目。 他曾多年与西方剧院合作歌剧，
此次执笔中国原创歌剧， 希望融入一

些民间音乐元素。 为此， 他多次往返

于北京、 上海等地， 寻找音乐素材，
与演员磨合 ， 希 望 用 《家 乡 的 油 菜

花》 《我是一缕自由的风》 等曲目，
为田汉一角提供更多温柔抒情的人格

侧面。

李宝春谈迷茫：
用“新老戏”思考京剧的传承

《断密涧风云》《别窑》《路遥知马力》今明上演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京剧文武

老生李宝春又来了。 这一次， 还是带着

他的 “新老戏”。 今明两日， 他将携台

北新剧团青年演员在美琪大戏院， 与天

津京剧院的演奏家共同演出 《断密涧风

云》 《别窑》 《路遥知马力》 等三出戏。
受父亲李少春影响， 李宝春踏上了

文武老生的艺术之路。 在文化选择日益

多样化的今天， 他也有自己的迷茫。 虽

然现实是 “俺已是这个年纪……”， 他

却不甘做个 “散淡人”， 以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自勉， “既已踏入征途， 只

有继而战之尽力而为”。
京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宝春说

自己也算 “部分遗产的继承人”。 “都

说当今是时尚社会， 可什么是时尚？ 怎

样跟上？ 遗产又应该如何与时尚相处？”
思考着这些问题， 他做出了 “新老戏”。

在他看来， “新” 就是重新包装整

理 ， 追 求 好 看 、 好 听 、 紧 凑 明 了 ；
“老” 是继承突显传统程序精华， 名段

唱腔、 功夫武打、 程序功架， 都要美而

不繁。 古人云： “听旧曲思乡， 听新曲

怀志。” 对于李宝春而言， “新” 是追

求， “老” 是基础， 在新与老的平衡中

继承传统， 才知妙在何处， 精在哪里。
就这样， 成立于 1997 年的台北新剧团，
定期公演这些 “新老戏”， 如今已累积

50 多部， 培养了一批宝岛台湾的戏曲

爱好者。
此次演出的 《断密涧风云》 是老戏

《虹霓关》 与 《断密涧》 的结合。 两出

老戏都是讲述隋末瓦岗寨的传奇人物，
前者是梅兰芳擅演剧目， 后者是花脸和

老生的唱工戏， 裘派擅演。 此次连缀，
经典唱段一段不少 ， 通过两个 小 人 物

“辛知” 与 “杜明” 的贯穿， 重新诠释

东方氏这一女性人物。 由李宝春亲自操

刀整理的 《路遥知马力》， 则根据周信

芳的拿手戏改编。 “路遥知马力， 日久

见人心 ” 这句老话在剧中分别 以 “路

遥” “马力” “日久” 三个人物贯穿，
颇有寓言的味道。 剧中李宝春还将展示

“老生骑驴舞唱” 的首创。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文化 广告

上海芭蕾舞团版《睡美人》下月开演

“这次的 《睡美人》， 从首席到

刚进团的新人， 每个人都马力全开，
一周六天， 每天八小时， 投入到一遍

又一遍的排练中。” 昨日， 记者探班

上海芭蕾舞团 版 《睡 美 人 》 彩 排 现

场， “王子” 吴虎生这样介绍。
经典作品 《睡美人》 有着古典芭

蕾中最高难度的技巧段落， 在柴可夫

斯基逝世 125 年之际， 上海芭蕾舞团

携手英国编舞大师德里克·迪恩， 撷

取这颗古典芭 蕾 舞 剧 库 中 耀 眼 的 明

珠 ， 上芭版 《睡美人 》 将于下月 10
日起上演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记者昨天在上芭的排练厅看到，
上芭版 《睡美人》 已经进入最后联排

阶段。
《睡美人》 全剧有近 50 个角色，

除了吴虎生扮演王子外， 奥罗拉公主

将由上芭主要演员戚冰雪扮演。 值得

一提的是， 卡拉博瑟仙女将由伤愈复

出的上芭首席明星范晓枫扮演。 之前

因在演出中跟腱断裂而不得不暂别舞

台的范晓枫， 此次重归队伍， 十分重

视这场复出表演， 她说： “不能因为

过去的伤病而掉队， 要努力达到舞剧

艺术的要求。”
据悉， 从投入制作至今， 《睡美

人》 软景数量已达到了豪华版 《天鹅

湖》 的一倍， 硬景数量更是超过豪华

版 《天鹅湖 》 三 倍 之 多 。 在 服 饰 方

面， 仙女们的舞裙都有与角色名字相

对应的装饰， 奥罗拉公主更有四套镶

满水钻和蕾丝花的华美服饰。 全剧共

有 275 套服装， 百余件假发、 胡须、
头饰 、 头套 ， 所 有 面 料 均 采 购 自 当

地， 是百分百的 “中国制造”。

李宝春致力用 “新老戏” 这一演出品牌尝试对经典老戏进行整理、 串联和

改编， 给出他关于继承传统的思考， 吸引当代观众。 图为新老戏 《别窑》。
（演出方供图）

上海歌剧院两部原创歌剧 《晨钟》 《田汉》 正在加紧筹备之中。 图为上海歌剧

院艺术总监、 男高音歌唱家魏松 （左） 带领青年演员于浩磊为 《晨钟》 排练。
郭新洋 摄

“爱乐之家”修缮后首次对外开放
龚天鹏带来“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讲座

本报讯 （记者姜方） 经过一年多

的修缮， 位于武定西路 1498 号的上

海爱乐乐团团址全新启用。 上海爱乐

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鹏日前举办公益

讲座， 拉开 “爱乐之家” 首次对外开

放活动的序幕。
记者走进焕然一新的上海爱乐乐

团， 一幢古典式花园洋房建筑映入眼

帘。 这栋砖混结构的老楼原为潘石住

宅 ， 建 于 1912 年 至 1936 年 ， 2005
年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名单， 一直是上海爱乐乐团的行

政楼所在地。 如今眼前建筑遵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 重现了百年老建筑的迷

人风采。 原先一楼的私宅会客厅还可

作为小型室内乐演奏厅。 此外， 老建

筑内还新增了团史陈列室、 专业试听

室， 这些都将与演奏厅一起， 面向市

民开放。
与老建筑相连接的排练厅， 则采

用了双层带空腔的墙体， 上面分布着

吸声板、 扩散板、 装饰板， 像打造一

件精密的乐器一样， 让排练厅不仅达

到一流交响乐演奏厅的声学要求， 还

能同步进行交响乐团同期多轨录音。
就在前晚， 不少琴童家长带着孩子来

到崭新的专业排练厅内， 聆听龚天鹏

带来的 “交融与碰撞———用交响乐讲

述中国故事” 讲座。 据悉， 由上海爱

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联合委约的龚

天鹏第十交响曲 《京剧幻想》， 将在

本月 28 日全球首演于东方艺术中心。
除公益讲座之外， 上海爱乐乐团

将继续推出普及音乐会、 艺术沙龙等

各种活动。 此外， 乐团还计划在室外

的大草坪上定 期 举 办 公 益 露 天 音 乐

会。 在未来， 这里将被打造成热爱音

乐的市民的新去处， 让更多爱乐之人

走进 “爱乐之家”， 与古典音乐亲密

接触。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进行时

上海芭蕾舞团的排练厅里， 上芭版 《睡美人》 已进入最后联排阶段。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