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平现场演唱评剧 《母亲》 片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昆曲义工”白先勇：尽余生，为昆曲做点什么“我第一次接触昆曲是在上海，从此与昆曲

结下不解之缘，这次在上海获得白玉兰大奖，对

我更有特殊意义。 ”获得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的白先勇，昨晚因身

体原因未能到现场领奖，只作书面答谢。
过去十几年间， 白先勇致力于昆曲的推广

与普及。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问世，他试图

告诉年轻人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2009
年，他首倡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让昆曲赏析

成为高校通选课程， 今年4月10日校园传承版

《牡丹亭》在北大推出，这是多年深耕高校最好

的成果；这些年，由他担任总制作的昆曲《玉簪

记》《白罗衫》《义侠记》一部接着一部上演。 在他

倡导下， 艺术家用当代人的眼光与思想重塑老

戏，让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成为昆曲的忠实拥趸。

白先勇总爱把“我是一名昆曲的义工”挂在

嘴边，也正是在他和几代昆曲人的共同努力下，
600岁昆曲越来越焕发出时代活力。

暮年的全力以赴， 源自童年的情根深种。
1945年， 不到十岁的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

第一次看昆曲。 彼时正值梅兰芳复出，与俞振飞

合演《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 “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段“皂罗袍”就这样印

在少年人的心中。 直至1987年他在复旦大学做

访问教授，上海昆剧团演出《长生殿》，白先勇第

二次与昆曲邂逅，年少时的“昆曲梦”被唤醒了。
他下定决心为昆曲做点什么。

2001 年， 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白先勇瞅准时机， 希望推出青春版 《牡丹亭》。
他参与到剧本整理之中， 还召集两岸三地的艺

术家参与昆曲制作。 此外， 白先勇大胆提出启

用年轻演员。 一是为传承， 让青年昆曲人在舞

台磨砺中快速成长； 二则希望以青春面庞吸引

青年观众。 青春版 《牡丹亭》 自 2004 年首演，
十余年来走过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海内外

30 多所重点大学演出。 其中， 白先勇参与的就

有 150 多场。
这些年， 白先勇口中的昆曲新一代年轻演

员“小兰花”已长成。 于是，他又把目光从台上转

到台下。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台

北大学开设昆曲课。 今年4月，由白先勇担任制

作人的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首演，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16所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唱起水

磨调有模有样。
“昆曲之美，也是中国文化之美。 ”在白先勇

看来， 推广传承昆曲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 虽是“圈外人”，他却深感使命重大：“如
果昆曲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衰弱了， 那我们就

是民族的罪人。 ”带着这份文化使命，年过八旬

的白先勇，继续走在为昆曲“鼓与呼”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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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黄启
哲） 上海歌剧院策划推出

的 “魅力中国红———原创

及经典作品全国巡演 ”前

天启程。 这是上海歌剧院

建院史上规模最大、 历时

最长的全国巡演： 接下来

的43天里， 上海歌剧院将

调动全院300多人，携近年

优秀原创及深受欢迎的经

典作品，赴山东 、辽宁 、吉

林、黑龙江 、江苏 、浙江等

地的17个城市演出38场 ，
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今年堪称上海歌剧院

演出大年。最近两个月，歌
剧院制作的海外经典 《卡
门》《纳布科》先后上演；原
创歌剧《晨钟》《田汉》同步

推进； 即将开幕的上海之

春国际音乐节上歌剧院同

样有重要演出任务； 而作

为第一个受邀的中国艺术

团体， 歌剧院 6 月还将在

爱沙尼亚萨雷玛歌剧节亮

相……在繁重的演出创作

之中，集结全院三团力量、
兵分几路展开全国巡演 ，
其压力可想而知。 在繁忙

的排练日程中， 上海大剧

院艺术中心副总裁、 上海

歌剧院党委书记范建萍思

来想去， 还是决定在出发

前一天召开行前动员会 。
这既是为打气———近两年

的原创与经典作品不少 ，
制作与创作水平有了不小

的提升， 这次全国巡演选

择的音乐剧 《国之当歌》 和现代舞剧 《早春二

月》，不仅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也获得业界内外

好评，通过此次全国巡演，歌剧院希望将红色文

化传播得更远、更深入人心，向外拓展“上海出

品”的影响力。这也是为鞭策———此次演出不仅

亮相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将涉及临沂、
胶东等地，“不管演出地条件如何， 观众对歌剧

欣赏接受程度如何，演出品质必须保证”。
带着作品行万里路， 是上海歌剧院的优良

传统。 “剧院的前身———诞生于 1935 年的新安

旅行团，早在抗日救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就在

边走边演，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行程达五万里。”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用前辈的话勉励今天

的青年艺术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
一次的巡演是贴近人民群众、 在演出中实地采

风的好机会。 ”
值得一提的是 ， 上海歌剧院在 北 京 大 学

的首次亮相 ， 即参与到该校 120 周年建校庆

典系列演出之中 。 5 月下旬 ，在与北京大学共

同 策 划 的 “上 海 歌 剧 院 艺 术 周 ”中 ，上 海 歌 剧

院 将 先 后 演 出 音 乐 剧 《国 之 当 歌 》、现 代 舞 剧

《早 春 二 月 》和 《“欢 乐 颂 ”贝 多 芬 交 响 作 品 音

乐会 》三台作品 ，向高校学子展示歌剧院旗下

合唱团 、舞蹈团 、交响乐团的艺术水准与精良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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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时代同行，打造全国戏剧码头
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举行

一曲洋 溢 着 海 派 文 化 和 江 南 文 化 风 韵 的

《初心不改白玉兰》， 道出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不变的初心与坚定前行的脚步，拉开了“绽放在

新时代———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颁奖晚会”的序幕。 昨晚，朵朵戏剧“白玉兰”花

落各家， 提名和获奖名单中20个来自全国各地

的剧种， 参评剧目中50%为近几年来新创作的

作品， 获奖者最小不过20岁、 最大已经耄耋之

年， 再次呈现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搭

建全国文化码头，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推广

原创作品的努力目标。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是一个极有分量的奖

项。 ”正如凭借《母亲》摘得本届“白玉兰”主角奖

榜首的中国评剧院演员王平的感言，借助“白玉

兰”这个上海文化品牌，各剧种的演员得以交流

切磋，“白玉兰”本身推动并见证了戏剧的发展。
有评论家指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应

运而生，创设28届的“白玉兰”如同一个多棱镜，
折射出时代文化发展的进步和超越， 折射出上

海戏剧“白玉兰”的舞台越来越繁荣开放。

关注戏剧艺术“接力棒”传承，
表彰老艺术家助力新人起跑

颁奖晚会上，给“新人主角奖”获得者之一

王婉娜颁奖的是85岁高龄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孟

莉英。 今年恰逢越剧《红楼梦》首演60周年，也是

越剧的第十代———第一批越剧本科班正式踏上

舞台的一年。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

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而要建设文艺

队伍，薪火相传的接力少不了。
曾记得，第16届白玉兰戏剧奖首次设立“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 近年来，
袁雪芬、红线女、李默然等一批著名表演艺术家

被授予该奖。 去年，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徐

玉兰、王文娟同获终身成就奖，这也是白玉兰戏

剧奖历史上首次将该奖颁给多人。
一代代艺术家用整个艺术生命， 在致敬艺

术经典的同时，也一次次擦亮“白玉兰”奖这张

文化名片。 许多当年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演

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各剧种的领军人物：首届白

玉兰戏剧奖， 当时27岁的茅善玉获主角奖；次

年，25岁的尹铸胜获得配角奖； 第四届时，27岁

的方亚芬获得主角奖；第五届，25岁的韩再芬获

得主角奖。 之后的第11届，当年同为25岁的沈昳

丽、张军获得主角奖，倪泓获配角奖；第13届，23

岁的王珮瑜获得主角奖； 更不用说最年轻的主

角奖榜首获得者黄豆豆，20出头就连续两届获

得主角奖……这一奖项如今已成为全国许多年

轻艺术人才努力的目标。

28届 “白玉兰 ”共吸引海内外
剧目2000余台

如今， 上海这个文化码头要进一步扩大吸

引力和辐射力， 需要白玉兰戏剧奖这样的舞台

发挥出更优化的文化品牌作用。
不设门槛，海纳百川。 本届“白玉兰”提名和

获奖名单中有2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剧种，“白玉

兰”为全国剧种打造了展示的平台，统计显示，
白玉兰戏剧奖创设至今， 共吸引海内外参评演

员3600余人次， 涉及剧目2000余台、 剧种60余

个。 “白玉兰”的舞台上既有京、昆、越、沪、淮、话
剧等大剧种， 也将聚光灯照在云南滇剧、 采茶

戏、彩调、五音戏、丝弦戏、陇剧、蒲剧等小剧种

的身上。 “白玉兰”吸引了全国各地大小院团、演
员，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稀有小

剧种在这个平台上崭露头角。
“对于中国话剧， 我是外国人， 但不是外

人。 ”曾获得“白玉兰”奖的加拿大人大山的感言

道出了外国演员们的心声，也彰显了“白玉兰”
舞台的开放性、包容度。 本届白玉兰戏剧奖集体

奖获奖舞剧《春江花月夜·赛珍珠》，是一台由中

外舞蹈家共同创作，既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又

处处呈现出国际表达的作品。 28届一路走来，
“白玉兰”奖的荣誉及其所呈现的优质平台一次

次彰显出一种文化感召———唯有更多的交流和

交融，才能让这朵根在上海、根在中国的“白玉

兰”的芬芳更加沁人心脾。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记者 王 磊

■本报记者 黄启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