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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 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 “中国交响乐

作品展演———上海音乐会 ” 第二场

于昨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

行。 指挥家林大叶执棒上海爱乐乐

团， 上演了邹鲁、 陈强斌、 周龙等

中国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交响乐

作品。

“70 年来， 200 余位中国作曲家

奉献了数以千计的交响乐作品， 它

们的旋律里交织着中国人民奋力向

上的努力。”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

音乐家协会主席、 本场音乐会艺术

总监叶小纲说。 为展示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交响乐的创作成果， 中国

音乐家协会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人

民音乐出版社共同策划了昨晚的展

演。

昨晚的音乐会在邹鲁畅想祖国

未来发展建设的 《交响狂想曲》 中

拉开帷幕； 接着亮相的是陈强斌的

《绣赋》， 作品通过音乐语言 “编织”

捕捉记忆中姑苏绣品与园林中的光

影。 之后上演的周龙 《唐诗二首》，

其创作灵感来自于诗人李白和杜甫

的诗作， 作品通过弦乐四重奏代替

古琴， 与管弦乐进行协奏， 并在西

洋弦乐中借用了多种古琴指法来表

现唐诗的细腻与磅礡。

下半场开场的王德龙作品 《冰

雪丁香》， 用音乐致敬冰雪丁香的精

神， 鼓励人们从困难失败中走向光

明； 方可杰的 《热巴舞曲》 手法简

练， 结构严谨， 具有热烈的场景感，

也是近年来深受国内外听众喜爱的

中国优秀管弦乐新作之一。 在音乐

会的尾声， 郭文景的 《祖国》 压轴

上演， 作品由引子和 《义勇军进行

曲》 的 12 个变奏组成， 描绘了新中

国巨大的进步， 还融入了民族音乐

元素， 歌颂了祖国大地的宽广辽阔

和民族大团结。

“中国交响乐作品展演” 自今

年 5 月起在全国巡演， 其中包括陈

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

据介绍， 昨晚举行的音乐会为

该展演的第九场音乐会， 展演作品

将纳入人民音乐出版社 “新时代中

国交响原创作品精粹” 选集中。 该

项目已成功入选 2019 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 将集中展现当代中

国音乐创作、 表演、 录音成果。 之

后， 主办方还将继续在广州、 北京

再举办两场 “中国交响乐作品展演”

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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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戏曲展演升级“国字号”，
助力“演艺大世界”活力涌流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鸣锣在即，上演的九部戏曲作品中近一半是全国首演

连续举办四年的上海小剧场戏曲

节今年升级为“国字号”。由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

文汇报社共同主办的第五届 “戏曲·呼

吸”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今年又多了一个

新名字———首届中国（上海）小剧场戏

曲展演。 后天起，将有九部作品集中在

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的长江剧

场上演，其中近一半为全国首演。

一年前的小剧场戏曲节研讨会

上，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

由衷感慨：“上海戏曲小剧场艺术节整

体面貌更严谨、水准更整齐、特色更纯

粹、活力更鲜明、个性更多样，因此可

以说， 它当之无愧地代表着中国小剧

场戏曲发展的高度和面貌。 ”今年，在

中国剧协的参与指导下，“中国（上海）

小剧场戏曲节”成为现实。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总裁谷好好表示：“这将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 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好这

一新生的上海文化品牌，立足上海、联

动长三角、面向全国，致力于使其成为

中国戏曲小剧场发展成果与艺术面目

的最佳窗口最好平台。 ”

老牌剧场搭载新生演
艺品牌，凸显“演艺大世界”

的底蕴与活力

一年前， 就在黄浦区人民广场演

艺聚集区命名为 “演艺大世界” 三周

后，第四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正式“落

户”重新开门迎客的长江剧场，成为最

早一批驻扎在此的演艺品牌之一。

作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下属剧

场，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长江剧场地处

“演艺大世界”核心区，见证这个“戏码

头” 的百年辉煌。 长江剧场最初称为

“卡尔登大戏院”，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 就曾是戏曲戏剧革新进步的实验

场。 周信芳组织的移风剧社， 曾上演

《徽钦二帝》《文天祥》等多部宣扬爱国

主义的作品； 而更名为长江剧场后上

演的首个剧目，即是袁雪芬领衔的《西

厢记》。改造后，剧场内“红匣子”“黑匣

子” 两个演出空间专为戏曲创新剧目

提供想象力驰骋之地， 与区域内的上海

大剧院、人民大舞台等形成功能互补、差

异运营的格局。而小剧场戏曲节的落户，

无疑从剧种的丰富程度， 还是对文本样

式的创新上， 都为长江剧场的 “华丽转

身”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驱动力。

落户“演艺大世界”后，依托区域的

演艺活力， 小剧场戏曲节不仅在场地上

告别了在沪上多个剧场演出的迁徙状

态， 同时在观众中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

升。如果说“看话剧到话剧中心”“看音乐

剧到文化广场” 已经在上海观众中形成

品牌共识， 那么看创新实验戏曲剧目就

到长江剧场， 守候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也

正在戏迷中成为一种习惯。

正因如此， 本届戏曲节在全国影响

力也进一步扩大，前期共收到 37 部申报

作品，涉及 19 个剧种。经专家评审，最终

将有京、昆、越、滇、绍、豫、花灯、高甲、黄

梅戏等九部戏曲作品在本次展演亮相，

其中四部作品是全国首演剧目。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演艺大世界” 不仅是国

际顶尖大制作、名团大师齐聚的舞台，也

为传统戏曲的求新谋变提供舞台。 借由

升级为“国字号”的首届中国（上海）小剧

场戏曲展演暨 2019 第五届“戏曲·呼吸”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 长江剧场无疑将进

一步释放艺术潜能，助力“演艺大世界”

创新活力涌流。

五年时间打造戏曲人才
和青年观众的培育基地

升级为“国字号”，今年的戏曲节在

剧种的丰富程度上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此次入选戏曲节的九部作品， 分别是京

剧《赤与敖》、昆剧《桃花人面》、越剧《宴

祭》、实验京剧《回身》、多剧种《故人心》

《四美离歌 》、高甲戏 《阿搭嫂 》、黄梅戏

《薛郎归》、绍剧《灿烂八戒》。其中的多剧

种作品甚至将在同一部戏中一口气呈现

多个南北地方戏的碰撞。与此同时，参与

的范围也更广。 除了长三角的戏曲院团

“常客”，还吸引台北新剧团、厦门市金莲

陞高甲剧团、 福州闽侯升平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等“新面孔”的参与。 而翻看剧

目介绍， 会发现参演剧目从样式上更符

合业界与观众对于 “小剧场戏曲” 的预

期， 在内容上不仅有对经典文本的改编

演绎，也有对神话故事的深入发掘。

小剧场戏曲发展的背后，是传统戏

曲获得政策扶持、 市场向好的前提下，

全国戏曲院团创作创新活力的显现。 五

年时间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先后收到

全国戏曲院团 18 个剧种的 200 部剧目

申报。 这些思想有深度、内容有温度的

戏曲新作 ， 恰恰呼应了戏曲节的宗旨

“呼吸”———吸入传统精髓与当代理念，

呼出小剧场戏曲新鲜气韵。可以说，小剧

场戏曲节见证全国青年戏曲创作传承力

量逐步成长、壮大的同时，也逐步成为青

年戏曲创作人才与青年观众培育的重要

基地。崔伟说，小剧场戏曲在尊重戏曲文

化品格的基础上， 致力于鼓励年轻戏曲

人创作风格多样、形式活泼的戏曲作品，

从而拉近戏曲与当今观众的距离， 也让

更多的戏曲新人找到了展示他们才华的

舞台。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培育和构建了

具有海派特色的戏曲文化生态链， 真正

做到让青年戏曲人成为戏曲发展的实践

者、推动者，让青年观众成为宣传者和受

益者。

12 月 6 日戏曲中心和本报还将联

合举办专题研讨会， 届时专家学者将与

院团主创一起共同探讨未来小剧场戏曲

的发展潜力。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的故事里，没有杰克和露丝

与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一起问世的同名音乐剧，赢得包括最佳音乐剧、

最佳音乐在内五项托尼奖，今起这艘“豪华巨轮”亮相上海文化广场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今起将“停

靠”上海，连演七场，为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年末大戏拉开帷幕。 泰坦尼克号

自1912年船难发生以来， 不断被改编

成各种文艺形式，仅电影就有十多部，

上海观众在近年来就欣赏过沉浸式戏

剧、 爱尔兰踢踏舞剧等丰富的舞台呈

现。 音乐剧版本聚焦的却不是“杰克”

和“露丝”的爱情，而是更加接近历史

真实的人物群像。

1909 年泰坦尼克号动工建造，工

期长达 26 个月， 全欧洲都在为这艘

“永不沉没的巨轮”欢呼，它的扬帆曾

被视为一块大陆最辉煌灿烂的时刻、

蒸汽时代最伟大的杰作， 然而一切最

终成为大西洋底冰冷的残骸。 意外撞

上冰山后，2224 名船员及乘客中超过

1500 人丧生，其中仅 300 余具罹难者

遗体被找回。 工业革命所激发的梦想

荣光、蓬勃野心和傲慢自大，在两个小

时内顷刻幻灭， 泰坦尼克号极具戏剧

性的船难悲剧， 刺激了不少文艺创作

者的灵感。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于1997年与

卡梅隆的电影一起问世， 赢得包括最

佳音乐剧、最佳音乐在内五项托尼奖。该

剧在百老汇连演804场，至今在全球上演

了几百个专业和业余制作版本。2018年，

该剧全新制作版又从泰坦尼克号的起航

地英国南安普顿出发，今年来到了中国。

音乐剧和人们熟知的卡梅隆电影叙

事的重点不同。 导演汤姆·萨瑟兰表示，

卡梅隆的影片非常出色， 但电影经过了

戏剧化的处理， 音乐剧则更忠实于泰坦

尼克号上发生的事实本身。 从锅炉房的

工人到一等舱的乘务员、 倾家荡产才换

来三等舱船票的逐梦新移民， 到维多利

亚时期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剧中25位

演员出演的125个大大小小的角色，没有

一个是虚构的。从起航到沉船，音乐剧将

引领观众触摸泰坦尼克号最真实的历史

轨迹。 “卡梅隆在电影中重现了巨轮，而

舞台上没有海水和冰山， 我们更关注如

何通过不同人物面对沉船的过程， 展示

他们的爱与勇气，让观众产生代入感，这

可能带给人们更大的震撼。”词曲作者莫

利·耶斯顿在创作《泰坦尼克号》时，将交

响乐元素融入音乐剧中， 开场近20分钟

的合唱一气呵成、气势恢宏，史诗感和年

代感扑面而来。 剧中不少旋律的灵感也

直接来自泰坦尼克号上真实演奏过的曲

目， 世纪之交英国在科技进步中的浪漫

风格，带来了海风般的清新浪漫。

制作人达尼埃尔·塔伦托表示，音乐

剧关注芸芸众生的平凡， 也希望给观众

带来精神鼓舞。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

洪表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一场悲剧，

但音乐剧的主题是希望。“《泰坦尼克号》

是百老汇少有的群像戏， 它承载了许多

人的梦想。 灾难发生时， 无论身在头等

舱、二等舱还是三等舱，船上的乘客都面

临这命运的选择。 人性在绝境中如何迸

发耀眼的光芒， 在任何时代和环境都有

映射意义。 ”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吴钰

文化 公告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共有大大小小 125 个角色，600 多件服饰，启用伦敦西区班底以保证呈现品质。

▲越剧 《宴祭》

荨黄梅戏 《薛郎归》

茛实验京剧 《回身》

荨昆剧

《桃花人面》

荨多剧种

《故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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