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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剧院昨天公布2023-24演出

季，由大师名家领衔，世界著名歌剧院、

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和原版音乐剧等有

历史品牌特色的节目重回观众视野。细

数全新演出季，首演首秀是关键词，近七

成剧目为世界、中国、上海首演，58台共

计480场高含金量的中外演出将在今岁

秋冬至明年春夏陆续登场，为上海文旅

行业强劲复苏增添生动的时代注脚。

沿袭上海大剧院“开幕歌剧”传统，

此次瓦格纳歌剧名作《罗恩格林》由巴伐

利亚国立歌剧院与上海歌剧院联合制

作，将是该部歌剧在上海第一次完整上

演，也是该版制作的国内首演。9月17

日、19日，指挥家许忠将与6位世界优秀

瓦格纳歌剧演员，携手上海歌剧院合唱

团与交响乐团，以及苏州交响乐团联袂

呈现这部被称为“性格悲剧兼命运悲剧”

的歌剧。

舞蹈方面，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舞

团之一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于11月重

访上海大剧院，演绎全幕芭蕾舞剧《吉赛

尔》以及“芭蕾精粹专场”，上海观众时隔

23年与这个名团重逢。明年3月，意大

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也将归来，这

个创立于1778年的古老院团同样选择

了《吉赛尔》，同一经典由两大芭蕾学派

在上海大剧院带来不同表达。

今年是歌剧女皇玛丽亚 ·卡拉斯百

年诞辰，曾荣获俄罗斯国家文学与艺术

勋章的“歌剧女王”安娜 ·奈瑞贝科将在

秋天来沪演出，纪念卡拉斯百年诞辰。

安娜选择为观众呈现全套俄罗斯作曲家

的曲目，包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拉赫

玛尼诺夫以及柴可夫斯基。

得益于上海大剧院蓄力已久的准

备，国际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气象。孵

化于云端的项目着陆剧场，英国原版音

乐剧《过去五年》于2021年上海大剧院

线上演出季“巡演零号站”首度亮相后获

得口碑认可，两轮播放累计超过258.34

万人次观看，今年正式开启首轮国际巡

演，迈出从0到1的脚步，实现云端演艺

与现场演出的隔空互动。作为经典双人

音乐剧之一，《过去五年》是三座托尼奖

得主杰森 ·罗伯特 ·布朗的代表作，该剧

以男女主角分别从正叙、倒叙交叉叙事

两条线，讲述爱情故事为特色，本次巡演

版本由伦敦西区原版原卡呈现。音乐剧

明星演唱会《重聚》汇聚一众伦敦西区与

纽约百老汇明星演员，唱响来自于《剧院

魅影》《悲惨世界》《我，堂 ·吉诃德》《魔法

坏女巫》《六皇后》等知名音乐剧中的经

典唱段。

汲取世界艺术精粹养分的同时，上

海大剧院同步优选国内高品质演出。9

月，“话剧九人”的“知识分子系列”收官

之作《庭前》在沪进行中国首演；话剧《钟

馗嫁妹》通过传统题材找寻当代表达；上

海歌剧院原创舞剧《永和九年》以舞为媒

介，在《兰亭集序》跨越千年的传奇命运

中找寻古今世人的情感共鸣。

在过去25年里见证了演出市场与

业态变迁的上海大剧院，以“正青春”的

心态，拥抱着更多元的舞台形式。今年

12月起，由英国BBC剧集改编的沉浸式

悬念剧场《9号秘事》将在上海大剧院驻

场演出，这个作品将把原剧集中的若干

故事在剧场空间里，以创新方式展现，既

保留原版剧集的气质，又融入独特的现

场观演方式。明年3月即将献演的荷兰

国家室内合唱团《梵高与我》新媒体合唱

音乐会，以文森特 ·梵高和克里姆特的画

作为灵感，在表演过程中应用生物识别

数据捕捉观众和歌者的情绪，并立即转

换为图像，让图像听得见，音乐看得见。

在同时性的交互中，让观众与表演者共

同完成一件独特的艺术作品。还有打破

次元的彩蛋，上海大剧院首度携手游戏

《光与夜之恋》，邀请人气角色担任“特别

推荐官”，解锁Z世代观众圈层，与年青

一代共振。

上海大剧院25周年庆典季还将打

开剧院空间，于8月27日启幕“你好，艺

术女神”丁绍光画作主题展，艺术体验

日、艺术市集也将于线上线下同步开启。

上海大剧院公布新演出季，海内外名家名团纷至沓来

  台   场中外演出，近七成为首演首秀

“我们坚信戏剧无边界，戏剧是可

以连接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桥梁。”中

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中国大戏院艺术

总监田沁鑫说。昨天，演艺大世界 ·

2023国际戏剧邀请展对外发布：自9月

起至年底，囊括3部全球首演、1部亚

洲首演、4部中国首演、3部上海首演

的11部国内外优质戏剧作品，将陆续

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让上海观众在家

门口享受戏剧饕餮。

作为演艺大世界三大节展之一，国

际戏剧邀请展从2018年以来在邀约范

围、合作模式、驻场演出三方面实现突

破升级，优秀作品纷至沓来，并在演艺

大世界的剧场间形成横向联动，将“聚”

场效益发挥到最大。此次邀请展开幕

大戏为法国野驴剧团带来的《伯格曼小

姐》，该剧由导演赛赫日 ·尼古莱基根据

伯格曼小说《私谈》改编而成，融合了话

剧、舞蹈、木偶戏等多种表演形式，以一

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女性视角，展现

了人们身处情感关系中的挣扎与无奈。

西班牙戏剧《血色婚礼中的沉默》

将在本届邀请展中迎来全球首演，作品

改编自西班牙著名剧作家洛尔卡的代

表作《血色婚礼》，将运用包括弗拉明戈

舞、戏剧表演、歌唱和现场吉他演奏等

艺术形式，跨越语言限制，呈现深具异

域质感的独特表达。另一部全球首演

作品是原创音乐剧《七月与安生》，经历

影视化后，这个感人的故事又将登上舞

台，讲述两名少女从青涩学生时期到步

入成年的心路历程。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演在音乐

剧、话剧的基础之上，还加入了传统戏

曲、新音乐剧场作品等舞台呈现形式，

东方美学与西方潮流碰撞融合，带来层

次更丰富的艺术观感。新编古装豫剧

《清风亭上》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

演，他将以其独创的“李派”风格，探讨

家庭、亲情和人生选择等主题，引发观

众思考和共鸣。英国伦敦“声东击西”

制作团带来的《五行》将首次亮相中国，

作品以中国哲学中的“五行”为核心，大

胆融合了中国民族音乐、戏曲、电子音

乐、西方古典音乐和多媒体装置艺术。

在展演的舞台上，本土新创作品是

又一大看点。作为邀请展的大本营，中

国大戏院将于年末迎来舞台剧《孟小

冬》的全球首演。1947年9月8日，正是

在中国大戏院，有着“冬皇”美誉的“余

派”优秀传人孟小冬以《搜孤救孤》为绝

唱，自此告别京剧舞台，在上海滩轰动

一时。由上海黄浦文旅集团出品首推

的舞台剧《孟小冬》以这段珍贵的历史

为切入口，深挖独特的文化元素，运用

现代戏剧表现手法结合京剧传统美学，

以实景衬情再叙往事。

在上海演艺朋友圈不断扩大的过

程中，年轻力量的参与不容忽视。在星

空间收获高人气后，由很难满意工作室

出品的话剧《踏血寻痕3》将首度来到剧

场，作品延续系列风格，以痕迹检验工

程师的视角呈现悬疑题材背后的幽微

人性。作为尤古立剧团的首部话剧作

品，《卡利古拉》由剧团创始人金世佳执

导并领衔主演，这部阿尔贝 · 加缪的代

表作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令人期待。

  部首演剧目荟萃    国际戏剧邀请展

在演艺大世界，欣赏无边界的戏剧

“这是海伦娜闪蝶，主要生活地在南

美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蝴蝶，国际

市场上曾拍卖到36万元人民币的天

价。”“这是栀子花多翼蛾，2020年9月我

在浦东孙桥发现的，国内到目前为止，只

在上海发现过。”……走进浦东新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3楼的昆虫探索馆，童趣满

满的各类昆虫标本令人流连忘返。

这座昆虫馆的“主人”，正是该中心

科技教师、浦东新区生物学会副理事长

张宁。性格内敛的他，一旦讲起蝶蛾，眼

睛立马就“亮”了，话也不自觉多起来。

从教38年，行走近38万公里，先后

拍摄了5万多张蝴蝶、飞蛾和各类昆虫

的照片，制作10万余件标本……这位一

辈子与蝴蝶、飞蛾打交道的校外科技老

师，时常带着学生们穿行在山水之间，

让孩子亲近真实的大自然，激发并呵护

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明年，张宁就要退休了。回首30多

年的蝶蛾探索，他说，自己最骄傲的作

品并非记录到了众多名贵蝴蝶或飞蛾，

而是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喜爱昆虫、愿

意守护大自然的“小虫迷”。

不轻松的暑假外出科考——
凌晨起床观测，没一个孩子赖床

正值暑假，张宁又一次出发了。

在靠近北京燕山山脉的一处民宿

附近，他带着30多个孩子和家长志愿

者，赶在天黑之前，把诱捕飞蛾的专业

灯具和帐篷搭建好、通上电……根据计

划，他们要分别在四个点位架设灯诱装

置，分别是近山处、远山处、近农舍处以

及近水处。

“选取这样4个不同的环境，更有利

于让孩子们进行比较科学考证，观察在

不同的单位时间内，怎样的生态环境能

吸引更多的飞蛾。”张宁告诉记者，只有

这些“基础设施”完成后，科考才能起步。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天黑了，灯诱

装置开始亮灯，张宁让孩子们一起围过

来“转灯”，数一数来了多少飞蛾、辨识

具体的种类，从而让孩子们对夜行昆虫

和科考有基本认识。到次日凌晨四五

点钟，科考营的孩子们就起床了。“快出

门，再看看灯诱装置能诱捕到多少飞

蛾。”张宁带着孩子们继续观察，大家很

快发现，此时的飞蛾数量，已是上半夜

的2至3倍！

“第一天的观察结果显示，近山的

记录点飞蛾数量最多，其次是远山处、

近水处和近农舍处。但坚持观察两三

天后，孩子们就会看到，结果发生了变

化：远山处的飞蛾数量不断增多。”张宁

解释，这实际上说明，过多的人类活动，

会造成飞蛾数量的减少。因为在第一

天，不少飞蛾从远处赶来，还没抵达远

山的观测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多的飞蛾赶去那里，因为对飞蛾而言，

那儿才是比较有利的生存环境。

结合观测，再听张宁娓娓道来，学

生们若有所思。

对这些孩子来说，暑假外出科考，

不同于课堂学习，并不轻松。张宁告诉

记者，一次外出探访一般在5至7天，几

乎每一天，大家只能睡五六个小时，难

能可贵的是，科考营的孩子都能按时起

床，没有一个赖床，大家很能吃苦，且坚

持每天花费数个小时观察、并进行数据

统计整理。

就拿这次暑假北京科考之旅来说，

张宁和孩子们一共记录到50多种蝴蝶、

300多种飞蛾的标本和生态照片。

“蝶行中国”承载朴素愿望——
中国的蝴蝶，要中国人来研究

校外科技老师张宁，是一个有故事

的人。

他与蝴蝶结缘，始于初中时的一堂

生物课。“中国是蝴蝶大国，但相关的研

究却多是日本人在做，不少产地中国的

蝴蝶，被他们抢先发表命名了，就连介

绍中国蝴蝶资源的书《中国的蝶》也是

日本人考察后写的。”初中生物教师的

一句话，促使张宁下定决心：中国的蝴

蝶，要中国人来研究，命名也应该由中

国人来。

此后，他根据老师的推荐考取了上

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师从沈水根教授，

专攻昆虫学研究。1986年大学毕业后，

张宁如愿成为了一名农村学校的生物

老师。

在学校的生物课上，他充分利用

农村学校靠近自然的优势条件，带着

学生们开展科学观察，认识农田里的

各类昆虫。比如，农田里有危害小麦

生长的黏虫，张宁就带着学生们进行

诱捕；他还手把手教学生做数据整理

和统计，将观察结果反馈给当时学校

所在的乡镇，为当地农业害虫的预测

和预报做参考。

每逢周末，张宁只要有空，总会带

着学生一起骑自行车、到上海周边郊区

乃至江浙地带，开展蝴蝶科考。“到了野

外，我们用废弃的蚊帐布、竹竿和包装

纸板制作成采集网和储蝶盒。器材虽

简陋，但丝毫不影响我们探究的兴趣。”

每每回味起那段时光，这种与自然接触

的幸福感总能萦绕一生。从那时起，张

宁给自己到各地搜集、探究蝴蝶的行程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蝶行中国。

如今，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昆

虫探索馆的墙上，挂着张宁自己制作的

一张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蝶行中

国”项目经过的地点、路线图、里程、时

间和记录的蝴蝶种类等。38年来，张宁

的行程近38万公里，记录到了国内500

多种蝴蝶的种类并制作了数万号蝴蝶

标本。

前几年，张宁的研究有了新的转

向。原来，他发现上海蛾类品种繁多、

有待考察。而在生物界，探究飞蛾的人

很少，也没有太多的文献资料记载。于

是，他决定把探究的领域扩展到飞蛾。

研究昆虫带来不同收获——
不少“小虫迷”把爱好变成职业

翟劲，浦东新区宏文学校初一年级

学生，他已经是昆虫探索馆的“常客”

了。从小学三年级起，翟劲就跟着张宁

探索昆虫、学习生物学知识，已到各地

参加科考活动十余次。

今年暑假，翟劲又出现在张宁组织

的科考营活动中。“原本，我成绩平平，

自从与蝶蛾打交道，学习成绩直线上

升，父母也更支持我了。”在张宁带教的

学生中，翟劲并非个案。

2016年1月28日，上海三名00后

男生和他们的家长组成“蝴蝶科考队”，

由张宁带队，从上海出发，开启了为期

18天的南美科考之旅。“去亚马孙热带

雨林科考，是我从小的梦想，我为此准

备了20年。”张宁说。

玛瑙斯，地处亚马孙河最大的支流

内格罗河与索利芒斯河交汇处，被称为

“亚马孙心脏”“森林之城”，也是他们此

行的目的地。张宁和孩子们将科考点

设定在了周边昆虫资源较为丰富的丛

林岛、魔鬼岛和植物园。

有一个细节，张宁至今意犹未尽，

屡屡和孩子们提及：原来，玛瑙斯有很

多飞虫，为了避免被蚊虫叮咬，大家几

乎“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只留下了眼

睛。但他们却看到，当地的土著在没有

过多防护的情况下，即便裸露皮肤也没

被蚊虫叮咬。其中奥秘何在？

“在雨林里，土著向导教我们辨认

一种特殊的蚁巢。这种蚁巢十分巨大，

从树干上倒挂下来，足有一人多高。”向

导演示着把手放在巨大的蚁巢上，只见

他的手上迅速爬满了小小的蚂蚁，然后

两手反复搓，手上就有一股香味，再抹

在脸上、身上，这样蚊子就不会近身，野

兽也就不会来。原来，这种蚂蚁含有一

种特殊的蚁酸。后来几天，张宁和孩子

们用同样的方法，即便穿着短袖，也再

没被蚊虫叮咬过了。

完全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学习，给了

孩子们截然不同的收获。他们“泡”在

亚马孙雨林，寻找、拍摄、记录了100多

种蝴蝶，这些南美蝴蝶与中国蝴蝶完全

不同，成为十分珍贵的生态物种资料。

这三名00后回到上海后撰写了一份考

察报告，后来在浦东新区第八届学术年

会生物分会活动上发布，引起不小轰

动。如今，这三名孩子分别在美国和苏

格兰的高校读博，其中一人研究的方向

便是昆虫。

历经多年辛勤积累，张宁也陆续创

办了青少年蝴蝶科教馆、巴西蝶艺馆、

家庭昆虫博物馆，共培养了5000多名昆

虫爱好者，学生获奖200多项。跟随张

宁探究昆虫的学生中，不少人考入了上

海知名高中，有的学生目前已是名牌大

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保护生物多样性从小根植于心

暑假过半，张宁发现，自己已带

着“小虫迷”和家长志愿者走了不少

地方，包括北京喇叭沟门、河北承德

兴隆和四川雅安龙苍沟等地。“只要有

时间，带着学生一起去科考，这已经

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从2015年张宁创办野趣虫友会算

起，8年来，他先后组织科考之旅100

多次。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马来西

亚婆罗洲、印尼科莫多岛、海南尖峰

岭、新疆伊宁夏塔、黑龙江小兴安岭

等国内外三十多个昆虫营地都留下了

“小虫迷”的身影。

据说，要进入张宁的野趣虫友

会，还有一些“门槛”。张宁坦言，外

出科考可不是旅行，所以他要求“小

虫迷”不仅要对科考有兴趣，且具备

一定技能，比如认知一定数量的昆

虫、能辨别蝶蛾500种以上；会做一些

自然笔记、并能在老师辅导下撰写开

题报告等。“掌握这些从事科学探究

的素质后，学生们也能将其迁移到校

园生活的其他方面，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到昆虫探索馆采访时，记者还看

到了整整两大盒东方菜粉蝶标本。张

宁说，这是去年他在家门口随意收集

的。他发现，城市中如果人的活动相

对减少一些，飞来的蝴蝶数量就会增

多。“如何平衡好人类生活和物种生态

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谈

及此，张宁的语气也沉重了一些。

就在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附近一

片新建的生态公园里，张宁曾看到工

人们在此作业，拔掉了杂草、铺上了

大片的草坪……他不由心塞，“这样的

设计，可能比较符合人类生活的需

求，但破坏了昆虫的生活环境”。

怎么办？张宁很快有了对策。他

与公园负责人达成合作，在公园开辟

2000平方米的区域，供学生们开展生

态项目探究。“就用最真实的项目和生

态建设，告诉孩子们维护物种多样性

的重要性。”张宁设想着，当这些学生

长大后，保护生态的理念如同喝水吃

饭一样平常，我们的环境就会变得越

来越好。

谈及未来，明年退休后的生活已

被张宁纳入了计划。他说，会继续带

学生外出科考，“大自然是最好的老

师，暑假是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

探索蝶蛾  多年、制作标本  万余件，校外科技教师张宁说——

最珍贵的探究成果是培养了一批“小虫迷”
编者按

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培养学生探

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教师队伍是关键。

当下正值暑假，沪上一批校外科技教师纷纷

放弃了自己的假日，抓住这个窗口期，为更多青

少年探索大自然、从事丰富多彩的科创活动创造

机会、搭建平台、提供指导。

在校外科技老师的眼中，学生的进步并不是

传统试卷上的分数，而是与日俱增的科研兴趣、

持久的学习动力和不断拓展学科边界的尝试。

暑假里，老师们格外忙碌的身影，他们的付

出与坚持、愿景与梦想，也给当下教育界带来良

多启示。科学英才的发掘与培养，需要在校内

外形成合力。

申城科学教育校外老师“点将录”

开幕大戏《伯格曼小姐》剧照。 （主办方供图）

张宁教授学生如何制作昆虫标本。
张宁带队进行野外科考。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