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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作为三年来
首位登陆沪上舞台的海外知名艺术

家，法国著名大提琴家戈蒂耶 ·卡普松

将于今明两晚亮相上海音乐厅，携手

钢琴家杰罗姆 · 杜克罗斯上演两场风

格不同的音乐会。这也是卡普松与中

国乐迷相约三年终于兑现的中国首个

独奏音乐会。

这是一场早在2020年就已签订的

演出，卡普松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之邀，早已期待着来华和中国乐迷见

面。今年3月16日相关政府部门恢复

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后，艺

术节中心第一时间官宣了卡普松的定

档消息，两场音乐会门票很快售罄。本

次演出，与戈蒂耶 ·卡普松一起登台演

奏的是钢琴家杰罗姆 ·杜克罗斯。“他是

我最长久的音乐伙伴，我从15岁起就

和他一起演奏。我们心灵相通，在音乐

语言上具有很强的默契。”值得一提的

是，卡普松此次使用的乐器是一把1701

年由马特奥 ·戈夫里勒制作的大提琴，

该琴音区饱满，富有表现力与穿透力，

与卡普松所擅长的抒情和富有歌唱性

的演奏风格相契合。“我很幸运能演奏

这把大提琴，每天你都能找到新的色

彩，它已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卡

普松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晚的音乐会中，卡普松将带来舒

曼的《幻想曲》，这首作品的旋律极富戏

剧性色彩，充分展现作曲家多愁善感的

内心世界。贝多芬《A大调第三号大提

琴和钢琴奏鸣曲》则以饱含炽热的旋

律，诠释对德国后世音乐家和德奥音乐

的影响。勃拉姆斯的《e小调第一号大

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充满悲凉的情绪，

配上大提琴深沉厚重的音色，凄美而动

人。明晚的第二场音乐会将在卡普松

精心编排下，曲目更加轻松愉悦。其中

有卡普松早年录制的作品——拉赫玛

尼诺夫《g小调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

他的演绎曾被《BBC音乐杂志》形象比

喻为“从长长的旋律枝蔓上结出了金色

的果实”。此外，由影视歌曲改编的《辛

德勒的名单》《彩虹之上》《玫瑰人生》

《雨中曲》更是百听不厌的经典之作，耳

熟能详的旋律将拉近古典音乐与听众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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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9日专电 （驻京记者彭
丹）“剧院不能只有一个两个台柱子，你们
承载着观众对北京人艺的期望。”在4月19

日举办的北京人艺2022级表演学员培训班开

班仪式上，演员濮存昕对学员寄语。

培训班自去年9月启动招募，最终在艺

术和品德的双重考察下，12名平均年龄28

岁的学员入选。尽管他们都有表演经验，

但急需打破“舒适圈”，尽快“与人艺合

槽”。他们将在培训班上接受为期一年的系

统培训与专业实践，包括增加古装戏的训

练、学习不带麦说台词、跟相声大师学习如

何停顿和抖包袱、学京韵大鼓让吐词归音更

饱满等。在强化文学素养方面，会以专题讲

座、角色分析、剧目探讨、剧本围读等多种

形式进行，强调读书笔记、人物分析等演员

必修功课。

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吴刚、王

刚、岳秀清、何冰、龚丽君、陈小艺等人艺

艺术家组成了豪华师资阵容。他们中的不少

人都出自人艺“学员班”，比如北京人艺院

长冯远征便是人艺85级学员班成员，他在

开班式上回忆，进剧院的第一堂课上，老师

们就告诉学员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

真演戏”。无论演员的身份在外面如何显

赫，只要一脚踏进剧院的门，所有的喧嚣就

都被关在了身后。“人艺能成为今天的人

艺，不光是因为那些叫得出名字的戏目、艺

术家，还因为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演员何

冰是人艺1987年同中央戏剧学院开设的合

办班学员，他告诫后辈们，“千万别忘了人

艺三楼排练厅挂着的‘戏比天大’，那是我

们的图腾，也千万不要忘了一楼排练厅挂着

的横幅‘做学者型的艺术家’，那是我们的

道路。当我们有了信仰，这条道路就会越走

越宽广。”

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再开班

“‘戏比天大’是我们的图腾”

当主题曲《直到世界尽头》响起，“血液沸

腾了，青春回来了。”据第三方售票平台数据

显示，《灌篮高手》点映及预售票房超过1亿

元；首映的“零点场”票房超过1288万元，位

居近三年里中国电影市场第二。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伴随无数人青

春岁月的《灌篮高手》电视动画版，最终也没

能上演湘北篮球队与山王工业在全国大赛上

的王者对决，让无数拥趸扼腕叹息二十余

载。如今《灌篮高手》电影版引发“爷青回”观

影热潮——据第三方数据平台的用户画像数

据，打算观看《灌篮高手》的观众里：教育程度

在本科及以上占85.5%；年龄段分布30—39

岁观众占比49%、20—29岁观众占比30.5%。

不过，尽管“怀旧”的观众不少，但《灌篮

高手》这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里的热血、团

结、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是穿越时间的力量，

也不断吸引着更年轻的观众为之心动。

在比赛的最后几秒，流川枫生平第一次

将球传给了樱木花道，后者起跳、投球、入

篮——绝杀！银幕内外，全场沸腾。追过动

画的人都明白，这两个“相爱相杀”的家伙能

打次配合多么不易，二人胜利后相互击掌的

镜头定格在无数人的脑海中。鲜明的人物性

格是作品真正的灵魂，“顺境看赤木、逆境看

流川、绝境看三井、奇迹看樱木、宫城看彩

子”——《灌篮高手》粉丝口口相传的这句话，

概括了湘北主力球员的个性和青春叙事的特

征。他们有矛盾、有争执，也有着相互的关心

帮助，以及团结奋战的态度。对手太强、领先

太多，但是三井寿体力耗尽仍然不断投中让

对方绝望的三分球、樱木花道重重倒地救下

了快出界的球……热血、超燃的故事情节也

激励着许多《灌篮高手》的观众在此后的人生

旅途中砥砺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灌篮高手》不仅是一道文

化大餐，也可以说是文化产品推动体育产业发

展的一个经典案例，这部作品为原先冷门的日

本篮球赛事培养了许多观众。甚至在中国，当

年也有很多中小学生因为这部动漫而爱上篮

球，走进篮球场扮演樱木花道、流川枫、仙道彰

等人气角色。等他们长大成人后，又有很多人

去日本旅游时特意去神奈川县江之岛电车、江

之岛站等《灌篮高手》中的经典场景拍照留念，

推动了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此外，《灌篮

高手》不仅在东北亚地区有极其庞大的粉丝群

体，还形成日本对美国的反向文化输出：以

NBA比赛以及球员为原型的《灌篮高手》，传到

美国后影响了很多后来的球员，例如曾经多次

入选NBA全明星球员的格里芬曾表示自己最

像《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

尽管电视版的《灌篮高手》已经获得巨大

成功，但井上雄彦仍然对电影版进行了内容

和技术上的革新和升级。比如剧情从以樱木

花道为主，转为以宫城良田为主；电影版的画

面从3D转为2D，也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

觉体验。井上雄彦表示，尽管电影版和漫画

版、电视动画版有着一样的根基，但有着更复

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成长，希望让观众们产

生新的感受。可以看到，传统上强势的日本

动漫，仍然在不断革故鼎新，也对中国动漫产

业能否拿出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国体

育精神的佳作，留了一道思考题。

《灌篮高手》电影版今上映，掀起“爷青回”观影热潮

输了比赛的汗水，才是青春啊

距离首次亮相中国19年后，音乐剧《剧院

魅影》标志性的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升起。

“这是仪式感满满的时刻，我不能坐在台下，

我应该回到本属于我的五号包厢，而在那儿

观看我的灯升起的时刻，注定了这部戏会成

功！”站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中国“魅影”扮

演者之一、《剧院魅影》中文版联合制作人阿

云嘎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部音乐剧经

典的中文版将于5月2日迎来首批观众。

作为剧目标志性符号的水晶吊灯缓缓

升起，意味着一座原汁原味的“巴黎歌剧院”

正式在上海大剧院“落成”，这是《剧院魅影》

中文版无比特殊的一个瞬间——至此，长达

20天的技术装台工作完成，剧组已正式进入

演员的舞台合成工作。《剧院魅影》中文版制

作人赵晨琳介绍，本次中文版制作全套使用

了世界巡演版的制作和班底。为了保障演

出质量，40多名国际制作班底成员由世界各

地飞抵上海，参与整个演出的搭建和调整。

中外班底携手打造舞台视觉盛宴

作为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剧院魅

影》自1986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以17种语

言上演，观众人数突破1.45亿。2004年，《剧

院魅影》首次来到中国，成为演出市场的奇

迹。当时的100场公演创造了过亿票房的神

话，也因此成为很多中国观众的音乐剧启蒙

之作。现在，这部巨作将迎来第18个语言版

本——中文版，并将从上海开启全国巡演，

预计场次将达到200场。“英语原版《剧院魅

影》先后三次来华，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黄

金20年。如今随着国内音乐剧产业链进一

步成熟，让我们觉得有能力和信心去实现一

部顶级水准中文版了。”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总裁马晨骋说。

“《剧院魅影》中文版的华丽舞美景观，

一定会让观众感到震撼。”阿云嘎介绍说，剧

中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水晶吊灯有3米

宽、重达1吨，由6000颗珠子组成，每串有35

颗珠子，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整个剧场的舞

台景框都被镶以厚重的浮雕金边，一整个

“巴黎歌剧院”跃然眼前。此外，舞美场景的

复杂程度也能从“地下湖”这一场景略见一

斑。为了营造出湖面烟雾缭绕、如梦似幻的

极致效果，剧组将使用280余支蜡烛、250公

斤干冰和10台烟雾机。

记者获悉，为了中文版的技术合成，机

械、灯光、音响等各部门，都由曾经负责《剧

院魅影》在全球多个版本的原班团队亲自上

阵保驾护航。巡演期间，整个《剧院魅影》中

方巡演团队将超过120人，其中技术团队人

数多达40余人。而该剧上海站的演出，还与

上海建工 ·海玥品牌达成了合作。

“魅影”的技术难度究竟有多高？由于

装台涉及复杂的机械装置安装、悬吊点位、

庞大的舞美道具进场等，技术团队需要对剧

场进行至少三次技术考察，包括图纸检测、

现场结构勘察、承重计算等等。整场演出所

有设备，需要22辆40尺集装箱的货车来运

输，单是卸货就要花整整三晚时间。每场演

出的自动化舞台指令高达120个，共有22次

布景变化，平均每五分钟就会更换一次置

景，为观众呈现华丽的视觉盛宴。

豪华服饰特意新增中国风元素

不仅是技术舞美上的精工细作，《剧院

魅影》从剧目创排到服装假发，每个环节都

遵循着从伦敦西区、百老汇延承而来的工业

化流程。

《剧院魅影》中的服装全部忠于1986年魅

影首演时，服装设计师玛丽亚 ·伯约森的设计

手稿，并由经验丰富的服装制作者手工制

作。为了还原19世纪巴黎歌剧院的辉煌背

景，全剧打造了230余套华美戏服。此次来上

海演出，服装共装了35个大木箱。光是把它

们全部打包好运往下一个场地，就要6个多小

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豪华服饰来到中国

演出，还会进行“本土化”改造。比如中国

“魅影”的定制西装上，将有中国风的刺绣。

除了制作之外，服装洗护专业性之高也

令人咋舌。剧组随行设备中，洗衣机、烘干

机、熨烫机、干洗机一应俱全，保障每场演出

都光彩依旧。其中有的服装蕾丝、钉珠较

多，只能人工手洗。同时，剧中所有角色的

假发都是根据演员头围纯手工打造，制作一

顶假发需要40小时至70小时不等。巡演团

队中，光是服装假发团队就多达9人，此外每

场演出还需要11位换装员协助演员进行快

速换装。

原版中国首演  年后，上海大剧院迎来音乐剧经典之作全新归来

“巴黎歌剧院”水晶吊灯再次升起
中文版“魅影”来了！

■本报记者 姜方

《灌篮高手》电影

版引发“爷青回”观影

热潮。据第三方售票

平台数据显示，《灌篮

高手》点映及预售票房

超过 1亿元；首映的

“零点场”票房超过

1288万元，位居近三年

里中国电影市场第二。

（上接第一版）王蒙借这一玩具，隐喻书中人的精神困境：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欲望、希望、理

想，是他的头；他的本领、行为、成就，是他的身；他的环境、

地位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哪怕只是彼此相容，他就能

活，也许还活得不错。不然，只有烦恼、痛苦。”

导演李伯男在舞台化处理过程中，延续了原作中“子审

父”这一视角，完成了对倪吾诚一生的评价。舞美冷峻简

洁，在黑白色调笼罩的环境之中，温暖光亮模糊难辨，本应

是同盟的男女两性，却变成敌人；本应是栖息港湾的家庭，

却变成硝烟战场。故事里有遥远的过往、痛苦的隐藏，李伯

男正是被这种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打动，“希望这部作品的上

演，引领观众对自己所处的人生境遇进行理性审视，让观众

在同故事主人公命运的共鸣与共情中实现反思。反思，是

社会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

此外，本届戏剧谷还将迎来改编自莫言经典作品的话

剧《红高粱家族》。无垠的土地、通红的高粱、美好的爱情、

自由的生活……《红高粱家族》以多种艺术形式走过37年

后，明天将首度以话剧形式面世并完成上海首演。看过多

遍《红高粱》电影与电视剧，话剧总叙事、编剧兼导演牟森认

为此次改编在深挖原著内涵方面再进一步，“电影是散文化

的、电视剧是传奇，话剧的定位则是史诗，力求在舞台上再

现古典风格的叙事。”

有趣的是，此次话剧《红高粱家族》来到咖啡馆数量全

球第一的上海，与五家咖啡馆品牌合作推出“红高粱特调”，

在南京西路、美琪大戏院一带的繁华街区，让时尚生活与经

典文学碰撞出独特的回味。

现实与科幻交错，舞台变身实验场

来自海外作者的改编作品同样各富新意，挪威当代国

宝级作家约恩 ·福瑟有着“新易卜生”之称，上海戏剧学院将

用学院派风格探讨其笔下《死亡变奏曲》中的亲疏关系及生

死的哲学命题。再构英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尔 ·丘吉尔创作

的《我是哪一个》，导演易立明选择采用打破“第四堵墙”的

创作手法。意识流状态的复合景观、多层次的感官呈现以

及对虚幻光影的捕捉，创造出充满想象的现实主义空间，而

在团团迷雾升起又落下的彼岸，是对科技、伦理、哲学、爱与

文明的解读与重塑。“我是哪一个”既是角色生发出的疑问，

亦是一道给观众的思考题。

今年戏剧谷中，年轻一代作家的身影也多次出现。被

称为“非虚构写作丛林中独具样貌的林木”，作家蔡崇达的

散文集《皮囊》累计畅销逾400万册，此番披上戏剧的新“皮

囊”，导演王婷婷提出了“诗意现实主义”。这份诗意，一方

面在于形式上的“韵律感”，丰富的音乐剧指导经验使她在

群戏的调度与节奏把握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则是相较叙

事更注重情感表达上的丰盈，力求将戏剧张力拉满。

文学为轴，
铺开戏剧舞台繁盛光景

音乐剧《剧院
魅影》标志性的水
晶吊灯昨天再次
在上海升起。中
国“魅影”扮演者
之一、《剧院魅影》
中文版联合制作
人阿云嘎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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