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晚，史依弘在京昆传奇《铁冠图》中演出《刺虎》一折。 严天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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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剧场吧！过一个文艺的中秋节
———沪上中秋期间演出市场不完全指南

又到一年阖家团圆时。 今年的中秋节，

上海演出市场热闹非凡 。 从不少文艺爱好

者期待已久的法语音乐剧版音乐会 《悲惨

世界》， 到由蒋雯丽领衔主演的话剧 《明年

此时》， 再到上海京剧院推出的京剧音乐剧

场 《月光下的行走》， 还有多台为沪上乐迷

特别定制的中秋主题音乐会……总有一款

演出 “月饼 ” 能让观众在愉悦的体验中 ，

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佳节。

在中国传统节日观看一场饱含中国传

统风情的演出 ， 或许最合适不过 。 9 月 24

日晚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内， 上海京剧

院将推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展演

“共度中秋” ·京剧音乐剧场 《月光下的行

走》。 这场演出以京剧为主要呈现方式， 以

诗词吟唱为主要内容 ， 以古今对话贯穿始

终， 通过当代社会一个孤独的行者对月亮

的等待， 引出

古人对终极幸

福 命 题 的 探

索， 更引发现

代都市人对自

身生存状态的思考。 届时，上海京剧院的演

员将为观众演唱经过谱曲和配器后的诗词

佳作， 如 《水调歌头》《古朗月行》《渔家傲》

《诗经·月出》《乡愁》《雨巷》等。

如想要获得振奋人心的体验 ， 不妨前

往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 中秋小长假期间 ，

法语音乐剧版音乐会 《悲惨世界 》 将与观

众相约 。 该剧取材于雨果同名巨著 ， 于

1981 年被首次搬上巴黎体育宫舞台， 从此

以拥有超过 7000 万观众 、 被译成 22 种语

言， 成为音乐剧史上的传奇 。 而今 ， 这部

经典之作将以音乐会形式回归， 26 位音乐

剧演员、 两名儿童演员 、 现场交响乐队的

舞台配置， 以及专为本剧定制的舞美服装，

将完整呈现

极富时代气

息的法兰西

风情。

由 蒋 雯

丽、 刘钧主演的话剧 《明年此时 》 明后两

天将登台东方艺术中心 。 剧作原版是加拿

大剧作家伯纳德·斯莱德创作的一部浪漫喜

剧， 1975 年首演于美国百老汇。 故事开始

于 1951 年加州的一座海滨旅馆， 男女主角

偶然邂逅， 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 ， 他们每

一年的同一天都在这间客房里约会 。 从上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 社会背景的变迁

和道德观念的转变 ， 也随着二人生命历程

的离合悲欢流露……花好月圆时 ， 且看蒋

雯丽、 刘钧二人如何赋予这部经典话剧不

一样的色彩。

在舞蹈演出领域，由西班牙马德里弗拉

明戈舞剧团演绎的舞剧《卡门》将在 9 月 22

日登台大宁剧院。 全剧共四幕十景，故事忠

于文学原著，同时以现代化的舞美 、灯光燃

情弗拉明戈舞台。 无论是豪迈威武、狂欢激

昂的斗牛舞，还是极尽缠绵 、如胶似漆的爱

情戏，抑或是痛下杀戮 、满手鲜血的诀别戏

……作品将以舞蹈形式重现卡门与霍赛从

浓情蜜意的爱到妒火中烧的恨、从逍遥恣意

的生到痛不欲生的死的心路转变过程。

喜爱音乐的乐迷 ， 在节日里同样能找

到剧场精心准备的视听盛宴 。 东方市民音

乐会·晚场版 “金色大厅的音乐瞬间———维

也纳音乐平台室内乐团音乐会”、“带你的耳

朵去环游世界———中秋节视听盛宴特别音

乐会”将登台东艺，届时外国艺术家们将以

室内乐形式奏响古典乐作品。 献演上海音乐

厅的“沪之光———上海作曲家合唱作品音乐

会”，则将由上海爱乐合唱团唱响萧白、奚其

明、金复载、林华、陆在易、徐景新、朱良镇这

七位作曲家的优秀合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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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昆两门抱”能否成为从艺学戏常态
史依弘挑战昆曲名折《刺虎》，王珮瑜将演昆曲《骂曹》，京剧名角试水昆曲演出引发热议

最近有两场京剧演员唱昆曲的演出引

发业界关注。史依弘前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的京昆传奇《铁冠图》中，挑战昆曲经典折子

《刺虎》；10 月 6 日，王珮瑜将在京剧《击鼓

骂曹》后，接演一段昆曲《骂曹》。

京剧演员唱昆曲，在流行语境里或许算

“跨界”，可对于梨园行来说，京昆不分家，学

昆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昆曲丰厚的表演

美学体系， 成为滋养艺术家和剧种的宝藏；

对两种艺术的深入研究和融会贯通，更成为

早年间大师名角的必经之路。

然而目前的戏曲基础教学中，尽管各剧

种对昆曲唱腔身段有所涉及，但还停留在较

浅的层面。 有业内人士表示，要对昆曲表演

有深入的理解进而融会贯通、 为我所用，需

要有一定的舞台实践积累和艺术领悟力后，

演员自我探索和追求。希望“京昆两门抱”不

只是舞台的惊鸿一瞥，不只是名角儿演艺精

进之路的自觉追求，更能成为整个梨园界从

艺学戏的常态。

京剧名角儿学昆曲，把冷门
戏、老版本重现于舞台

听说史依弘要效法梅兰芳，演出昆曲折

子《刺虎》，“昆大班”老艺术家华文漪特地写

信勉励：“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她看来，

梅兰芳演绎的《刺虎》自此有了继承人。

戏曲界缘何看重京剧名角演绎的版本？

《刺虎》是昆曲“刺杀旦”行当的代表作，

如今各地多个昆剧团都有演出。 不过，梅兰

芳演绎的《刺虎》，却没能以影像完整留存或

是由梅派传人在舞台演绎 。 20 世纪 30 年

代，梅兰芳访美前夕专门学了这出戏。 虽时

间仓促， 可意想不到的是演出效果出奇地

好。 观众如潮的掌声让演员的谢幕多达 15

次。 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为梅兰芳拍摄了

《刺虎》的电影片段，成为历史上第一部中国

戏曲有声短片———遗憾的是，如今只留下不

足百秒的片段。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

复出，囿于条件限制，先是以昆曲与观众见

面，上海观众得见梅兰芳演绎的《刺虎》。

作为亲历者，京剧表演艺术家吴吟秋正

是在这次演出中，体会到梅兰芳塑造“女丈

夫”费贞娥的表演有两个层次：一层是“蕴君

仇含国恨”的仇恨愤懑；另一层则是面对刺

杀对象李过假意殷勤、千娇百媚以隐藏内心

杀机。 “这两个层次演不好就成了‘两面人’

了，但是梅先生就拿捏得很好。”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告

诉记者，这也是梅兰芳多次在国内国外上演

《刺虎》 的原因之一：“他很喜欢挑战这种人

物内心丰富、内外有着鲜明冲突的剧目。 ”

至于王珮瑜要演出的昆曲《骂曹》，不仅

鲜见京剧演员尝试，更是昆曲舞台的“冷门

戏”。此次授业王珮瑜的老艺术家陆永昌说：

“自‘传字辈’倪传钺老师传给我后，只有我

的学生在十多年前演过一次。 ”

京剧《击鼓骂曹》取材《三国演义》，讲述

名士祢衡不满曹操轻慢孔融，当众大骂曹操

借击鼓发泄的故事。而昆曲这段则来自徐渭

《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说的是祢

衡死后在阴间遇上曹操，重演阳间“击鼓骂

曹”一幕，历数曹操残害忠良、把持朝政的罪

状，直至其临死前的“直捣到铜雀台分香卖

履”也捎带上。 因而昆曲的《骂曹》俗称“阴

骂”，其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与峭拔的曲调，都

与京剧有明显不同。 在学者看来，如能与京

剧一阴一阳两相对照演绎，无论从历史故事

内涵，还是从戏曲欣赏角度，都很有意义。

名角不约而同地将冷门戏、老版本重现

舞台， 让涉水昆曲多了一重恢复梳理剧目、

研究流派表演体系的意义。王珮瑜感慨：“现

在一提到昆曲，印象中只有烟柳画桥、风帘

翠幕，小生小旦，你推我就。 而老生剧目，丢

失了太多。 ”

不仅要恢复好戏，更要恢复
通过学昆曲建立美学范式的路径

一场精彩的京昆合演固然令观者感到

新鲜、 酣畅； 一出剧目的恢复和别具一格

的演剧方式探索， 也留下可以探讨商榷的

空间。 而对于艺术家的成长而言， 京昆两

门抱不只是演出噱头， 更是艺术成长道路

的必修课。

记者了解到， 眼下尽管戏校打基础阶

段，京剧演员会学习一些昆曲的基础唱腔身

段，不过只是浅表地接触。而在专家们看来，

要真正对两门艺术有深入了解，真正“京昆

两门抱”“文武昆乱不挡”， 更需要演员自己

从艺路上的持续探索学习。

傅谨告诉记者，得益于深入学习昆曲的

经历 ，让梅兰芳从一个 “明星 ”转变成一个

“大师”。 相比于儿时学昆曲的懵懂，他以一

个成熟演员的姿态重新进入昆曲世界。 《舞

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自述移家上海，令

他意识到有机会 “在昆曲的唱念和身段方

面，再多吸收一些精华，来充实我的演技。 ”

顺着对俞振飞唱腔的研究，梅兰芳把对《刺

虎》的揣摩梳理，精细到了换腔运气和发音。

把人物情感与演唱技巧糅在了一起。 剧中

【滚绣球】最末一句“有个女佳人”中“佳”字，

梅兰芳本是出口使一个长腔，而借鉴俞派唱

法，他改为把“佳”字唱完，到“人”字换气。这

样的唱法，在表现剧中人怨恨情绪上，是能

加强不少力量的。

而京剧名角言慧珠， 当年也是向京昆

大师俞振飞和 “传字辈 ”昆曲人学习昆曲 ，

进而有了如今被视为上海昆剧团经典的“俞

言版”《牡丹亭》。 此后他们更是合作恢复了

《墙头马上》《长生殿》《贩马记》等一系列昆

曲剧目和折子，为上海昆剧团的剧目传承奠

定基础。

不少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今天，我们呼

吁让京昆不分家真正成为求艺生涯的常态，

意味着京剧演员除了在传承流派经典剧目

中修炼基础技艺， 在新编原创剧目中锤炼

人物塑造的能力之外， 要注重对于昆曲的

学习和演出。 这与其说是恢复一部冷门好

戏，传承大师的精彩诠释，不如说是恢复一

种传统， 恢复京剧大师通过学昆曲建立独

树一帜表演美学范式的路径———对于积累

了一定舞台实践经验的成熟演员而言 ，尤

其如此。

以原创新作关注现实探索自我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作品发布

本报讯 （记

者姜方） 作为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

重要板块 ， 今年

“扶持青年艺术家

计划” （以下简称

“扶青计划”） 暨青

年艺术创想周将

于 10 月 21 日-27

日举行 。 组委会昨天宣布 ， 七天内将有六

部委约作品 、 30 余部邀约作品亮相沪上多

家艺术地标 。 参加今年 “扶青计划 ” 的青

年艺术家们致力于以原创作品关注现实 、

探索自我 ， 并将艺术触角延伸至了展览 、

影像等更广袤的领域。

自 2012 年创办以来， “扶青计划” 旨

在打造一条从创作到交易、 演出的完整产业

链 ， 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注入新鲜血液 ，

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注入创新能量 。

本届 “扶青计划 ” 委约作品征集共收到来

自中 、 德 、 英 、 美 、 韩的近 100 份申报作

品 ， 最终七位青年艺术家的六部作品入选

委约项目。

其中， 两部探索现代人内心、 具有思辨

色彩的作品颇受评审青睐。 陈凤华的 《处女

作》 是 “扶青计划” 七年来首部入选的策展

之作， 以展览结合影像的形式， 展现偏远山

区的老人们首次拿起画笔创作的画作 。 这

些画作不仅是老人们的处女作 ， 也很有可

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作品。 青年编舞杜彦

昊创作的现代舞 《微缩空间 》 则把镜头对

准了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个体 。 城市空间

在舞台上被等比微缩 ， 这些构建的模型与

装置试图展现个体在空间运动时产生的内

在动力。

今年的 “扶青计划” 也不乏以独特视角

对传统艺术、 经典名著进行解构和重新阐发

的作品。 京剧独角戏 《老人与海》 改编自海

明威的中篇小说 《老人与海》， 以东方传统

戏曲演绎西方经典故事。 实验歌剧 《皮》 改

编自蒲松龄的文言短篇 《画皮 》， 融入了

“肢体歌剧” 的理念， 以当代视角诠释蒲松

龄奇异故事背后对现实的拷问和对人性的哲

思。 实验戏剧·白族大本曲 《鸳鸯履》 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白族大本曲与现代话剧、 肢体

剧等相结合， 借由阴差阳错的 “穿错鞋” 故

事探究婚姻的真谛。 现代舞 《霸王鞭》 灵感

则来源于白族传统鞭舞， 融合了中国传统舞

蹈与当代舞蹈。 值得一提的是， 《霸王鞭》

的创作班底中还包括舞蹈制作人法鲁克·乔

德里、 英国作曲家乔安娜·克拉拉等国外艺

术家。

除委约作品外， 将亮相今年青年艺术创

想周的 30 多部邀约作品展现了艺术跨界融

合的多元性。 这其中包括 2017 年阿德莱德

艺术节上颇受青睐的跨界音乐作品 《茧 》，

2018 年在爱丁堡艺穗节独放异彩的视觉戏

剧 《一封信 》， 具有电影般质感的罗马尼

亚锡比乌国家剧院制作的戏剧 《俄狄浦

斯 》， 以及将在上海完成首演的现代舞作

品 《武·狮舞 》 等 。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

团的三部 NTLive 《哈姆雷特 》 《耶尔玛 》

《无人之境》 也将与观众见面。 届时， 这些

作品将登台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等地。

此外 ， 一批大师讲座 、 工作坊 、 电竞

日、 涂鸦艺术等活动也将推出， 惠及更多文

艺爱好者。

办出与卓越全球城市相匹配的卓越教育
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上海高地”
（上接第一版）要着力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

要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上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

位置，各级教育部门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各

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

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生命线。 要健全协同育人

机制，形成方方面面共同关心支持教育的强大合力。

会议指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为发展人工智能指明了方

向。要深刻领会贺信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坚定发展人工智能的信

心和决心。 要深入研究贺信提出的新课题，强化制度供给，确保

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要放大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效

应，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上海高地”。 抓好《关于加快推进

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细化落实，进一步发挥

大会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抢抓机遇， 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策

源、应用示范、制度供给、人才集聚高地，构筑先发优势，为上海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新动能。

坚定不移发展先进制造业
重振“上海制造”雄风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上海推动制造业发展，要着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

化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

动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的创新变革，大

力推进智能制造，让“上海制造”更智慧、更高效、更具竞争力。要

着力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在高端产业领域，努力为国家解决“有

与没有”的问题，围绕大飞机、高端船舶、信息、医疗等产业，主攻

国家急需，研发制造代表未来竞争力的产品。 在一般性产品、普

通产品方面，重点在解决“好与一般”问题上发力，上海制造的产

品就应该是品牌、做到国家最好水平。 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一网通办”，为各类优秀制造业企业

在上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丰厚的土壤。我们愿与大家共

同努力，以发展制造业的卓越实践和创新成果，使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常办常新，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苗圩在讲话时说，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提高制

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不断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20 年来，工

博会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 最具权威的国际性工业

博览会，期待国内外工业企业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互学互鉴、互利

互惠，共同推动世界工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李晓红在讲话时说，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

求，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进一步深化工业领域的开放合作。 工博会已经成为我国

现代工业对外展示的重要舞台，成为上海支撑城市核心功能提升的

靓丽名片。祝愿工博会不断创新，打造更为国际化、开放性、创新型

交流平台；期待国内外工业界和科技界互利共赢，共谋合作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 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李平

颁发金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何华武等颁发创新金奖，上海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主持，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

杰，以及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

西、贵州、云南、青海等兄弟省区市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本届工博会各大奖项今天同时揭晓： 高分五号卫星获特别

荣誉奖；中国北斗精准时空服务平台等 4 项展品斩获金奖；激光

小型铯原子钟 TA1000 等 4 项展品获创新金奖， 三维激光切管

机———3D FABRI GEAR 220 II 等 4 项展品获工业设计金奖。

开幕式前，李强、徐匡迪、苗圩、李晓红等与中外嘉宾一起参

观了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机器人

展、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仔细察看各展区展示的最新科技创

新成果和工业制造产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工博会举办20年。 20年来，工

博会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不断创新发展，展会规模从首届1.5万

平方米拓展到本届28万平方米，展位数从514个扩大到1.3万个，

参展企业从最初412家发展到今年超过2600家， 再创历史新高。

第二十届工博会为期5天，还将举行2018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

际会议、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改革开放40周年制造业国际合

作论坛等52场专题活动，预计参会人数将超过17万人次。

把筹办首届进口博览会作为重中之重
（上接第一版）目前，场馆改建、软装设计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李

强一路仔细察看主场馆、平行论坛场馆，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建

设管理方进行交流讨论。 他说，要坚持质量、进度、品质相统一，在

严把建设质量关、材料环保关和安全生产关的同时，当前更要从

细节入手、从需求着眼，紧紧围绕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的要求和

标准，对工程项目进行再排查、再确认，不漏掉任何一个环节、不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细而又细，真正打造成精品工程。下一

步，要认真开展实战演练，检验服务保障能力和组织管理水平。 不

怕暴露问题，就怕找不出问题，要在演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努力把一切可能的风险和挑战化解在前面。

随后，李强来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察看。着眼于

服务新闻媒体、 保障采访报道，1.3 万平方米的新闻中心精心规

划设计了咨询服务区、公共服务区、媒体专用工作区、媒体公共

工作区、广播电视技术服务区、采访室、新闻发布厅、媒体餐饮休

闲服务区、城市形象和文化展演区等多个功能区，既为中外记者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也让记者感受上海浓厚的文化氛围。李强

走进媒体公共工作区仔细察看设施配置， 详细了解相关服务保

障工作。 他说，随着进口博览会日益临近，各类新闻报道也日益

升温，多渠道、多方位、多形式的宣传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进口博

览会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下一步，要围绕提

升记者的体验度和便利度，认真谋划好各项媒体服务工作，为中

外媒体报道进口博览会提供良好服务和有力保障， 使中外记者

充分感受到进口博览会的精彩纷呈、 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

力所在，更好地传递进口博览会的丰富内涵和精彩活动。

生动讲述党的诞生地故事
进一步擦亮红色文化名片

第五届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讲解员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钱家跃 颜玮韵）“回望来时路，奋进新时代———第

五届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大赛决赛” 日前在上海城

市规划展示馆举行。来自全市各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25 名讲

解员，用演讲、视频、多媒体等丰富形式，生动讲述党的诞生地的

故事，展现家国情怀、职业形象和精神风貌，进一步擦亮了上海

红色文化名片。

本届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团市委、市红色旅游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举办，文汇报社新媒体中心、上海东方宣教

服务中心承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铺就了城市精神的

底色。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面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是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

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之一。本届大赛参赛对象覆盖全市 16 个区

的 83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共有 87 名讲解员参加了初赛，25

名选手脱颖而出亮相决赛。赛场上，讲解员们将一个个引人入胜

的爱国故事、一篇篇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通过声情并茂的讲解

和多媒体演绎，呈现在评委和观众面前。这些催人奋进的英雄故

事、人文故事、奋斗故事，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人们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