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巨制“返场”，原创新作“升温”，多

台热门演出售罄——昨天，上海大剧院、上

海文化广场、上音歌剧院等在同一天发布

了最新演出季，为热辣滚烫的申城舞台再

添一把火。

翻看缤纷多彩的节目单，记者发现，中

国原创舞台精品比以往更有了底气与信

心。近年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

青绿》、舞台剧《繁花》《长恨歌》等“现象级

爆款”与“口碑佳作”频出，培育了一批忠实

观众。而申城剧场在为优质作品提供发声

场域的同时，致力于打造“小而美”和“现象

级”并重的原创新作，将艺术追求从“选好

戏”升级为“做好戏”，为中国舞台艺术的未

来孵化更多闪光的种子。

上海文化广场：海外经典纷
至沓来，国内原创加速升级

在海内外各类项目资源重新活跃之

际，上海文化广场2024年度演出季将以

“别样体验BeyondExperience”为主题，提

供多个优质的头部剧目。法语原版音乐剧

《摇滚莫扎特》与《巴黎圣母院》已于日前开

票，两台共40场上海站演出火速售罄。剧

迷翘首期盼的德语原版音乐剧《伊丽莎白》

《蝴蝶梦》将以音乐剧版音乐会的形式呈

现。英语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将以原

版阵容再次造访中国，5月登陆申城舞台。

时隔6年，英国编舞奇才马修 ·伯恩将

携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回归上海文化广

场。作品沿用普罗科菲耶夫的经典音乐，

巧妙融合现代舞蹈和古典芭蕾，将莎翁爱

情经典置于当代精神病院之中，为观众呈

现具有颠覆性的全新演绎。而英语原版话

剧《无人生还》将首次来沪，精彩诠释阿加

莎 ·克里斯蒂的代表作。

上海文化广场2024年度演出季不仅

有海外巨制，还有中国原创佳作。《李白》

《孔子》《杜甫》《永和九年》《永不消逝的电

波》等兼具当代性与生命力的舞剧作品纷

至沓来，以饱满的浪漫与诗意的表达引领

观众共同观赏与体味。深受观众喜爱的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今年将上演两轮共14

场，并将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达成第

500场的纪念演出。今年8月，由里马斯 ·

图米纳斯执导、金星领衔主演、火星戏剧社

演出的120周年典藏版舞台剧《樱桃园》将

于上海文化广场开启首演。《基督山伯爵》

《粉丝来信》《我的遗愿清单》《也许美好结

局》等音乐剧中文版制作将从上海启程，开

启全国巡演。

上海大剧院：名团名家云
集，文学  登上舞台

从3月19日至8月初，上海大剧院将

推出51台345场演出，名团名家领衔，打造

春夏演艺的斑斓图景。创立于1778年的意

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是古典芭蕾领

域的翘楚，3月21日至24日，这支“芭蕾天

团”时隔6年重返上海大剧院，演出镇团舞

码《吉赛尔》。“芭蕾美神”斯维特兰娜 ·扎哈

洛娃将于5月来沪，献上融合芭蕾、音乐与

时尚的舞剧《香奈儿传奇》。她还将和丈夫、

小提琴家瓦汀 ·列宾同台带来《足尖情弦》。

7月，奥希波娃将在中国内地首秀，她以能

量充沛的半空跳跃技巧和充满戏剧张力著

称，曾担任过多家顶级舞团的首席明星。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呈现，6

月24日，指挥基里尔 ·别特连科将率柏林爱

乐乐团开启上海之行，演出包括与钢琴家王

羽佳合作演奏、4场交响乐和若干场室内乐。

被誉为“新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新一代抒

情男高音胡安 ·迭戈 ·弗洛雷兹，2019年曾在

上海大剧院首秀，返场谢幕长达40分钟。这

位大剧院的老朋友将于5月20日再度登台。

此外，上海大剧院聚焦文学IP，遴选出

一批文学作品衍生的舞台作品。4月，改编

自金宇澄同名原著的舞台剧《繁花》第二季将

献演上海大剧院，借助舞台设计在1970、

1990两个年代间穿插，讲述阿宝、沪生、小毛

的选择与命运。7月，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

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将推出沪语版，

展开一幅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新老上

海的风俗画卷。莫言剧作《鳄鱼》也将在上海

首演，通过一条无限生长的、会说话的鳄鱼挖

掘人性深处的秘密，探讨“欲望”这一主题。

上音歌剧院：奏响“上海之
春”，民乐板块精彩纷呈

即将开幕的“2024上海音乐学院学科建

设展演季暨上音歌剧院春季演出季”，将推出

六大主题30多场演出，涵盖交响乐、室内乐、

声乐与歌剧、西洋乐器、中国民族器乐、当代

音乐等。

作为“上海之春”闭幕演出剧目，由上海

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担任艺术总监、上音与

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罗西尼歌剧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将把原汁原味的经典

歌剧搬上上音歌剧院舞台。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中国艺术歌曲推广的廖昌永，还将联袂钢

琴艺术家哈特穆特 ·霍尔推出《中外艺术歌曲

音乐会》，这是他连续六届在“上海之春”举办

艺术歌曲系列音乐会。

指挥家、钢琴家许忠也将在这个春季联

袂上音师生，推出《经典歌剧选粹音乐会》。

女高音歌唱家、上音声歌系教授郭森将于6

月举办在上音歌剧院的首个独唱音乐会。“叠

艺”中国二重奏将举办“好山、好水、好地方”

新创编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等。

国际板块，德国室内乐大师拉尔夫 ·哥托

尼将领衔五位来自欧洲的音乐家举办室内乐

音乐会，带来经典曲目德沃夏克的《钢琴三重

奏“杜卡姆”》和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五重奏

“鳟鱼”》。

民乐板块亦精彩纷呈，《“芬芳千古”纪念

闵惠芬大师二胡音乐会》演绎经典，《“国韵 ·

崇光”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溯本 ·归源”

品牌音乐会》将呈现上音乐手的实力。

上海大剧院、上海文化广场、上音歌剧院同一天发布最新演出季

从春日节目单读懂申城演出市场“密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宣晶 柳青 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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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子不要太大，手敲背，边敲边走。”

已经是第九次执导沪剧《芦荡火种》，导演

周中庸对每一个细节了然于心。发现年轻

演员诠释得不够准确，年过八旬的老人在

搀扶下直接走向排练厅中央，亲自示范了

起来。上海沪剧院的传承版《芦荡火种》下

月将在天蟾逸夫舞台首演，昨天下午在排

练厅，汪华忠、程臻、凌月刚等老艺术家与

当代沪剧名家齐坐镇，共同为这部由90

后、00后挑大梁的红色经典把关。

这段时间，丁是娥的原版 《芦荡火

种》是青年演员洪豆豆上下班路上的背景

音，90后女孩这次将饰演主人公“阿庆

嫂”一角。剧中的“智斗”是洪豆豆常演

的折子戏，然而当遇上完整的一出大戏，

她直言挑战是全方位的。首先便是唱腔和

台词，“过去往往照着谱唱就上场了，这

么细致地学习丁派唱腔还是第一次”。鼻

音和小腔是丁派唱腔的标志性特点，洪豆

豆原有的嗓子特点一唱高音声音就会变

细，为了朝前辈靠拢，她经常提醒自己，

将声线往下压。

“这次排练可以说颠覆了我对阿庆嫂

的理解和诠释。”作为地下交通员，阿庆嫂

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过去洪

豆豆总认为老板娘嗓门要高、动作要风风

火火，最近在学习旧录像的过程中，她发现

丁是娥更多是用沉稳的表演来体现阿庆嫂

的气场。“‘开方’一折里，阿庆嫂需要在陈

天民和刘副官之间快速切换情绪，这是我

此前表演经验里少有的。”为了揣摩好人物

多层次的心理活动，演员们有时排练的时

间长达十小时。“导演认为我们还年轻，可

以尽可能地释放能量，如果有调整还可以

往回收，重要的是把所有激情都投入到这部

作品里。”

1999年出生的李秉儒在剧中出演新四

军指导员“郭建光”，届时他将带来著名唱段

“月如银钩星似棋”。以往，李秉儒多演如《雷

雨》中“周萍”这般的少爷角色，为了让年轻人

拓宽戏路，沪剧院特别请到原版《芦荡火种》

中“郭建光”的扮演者、老艺术家徐伯涛为李

秉儒一对一辅导。面对小自己50多岁的后

辈，徐伯涛从角色的心路历程讲起，进而谈到

台上的演唱与表演。“老师非常注重唱腔，希

望我不拘泥于流派，兼收邵派的激昂和王派

的潇洒，通过唱腔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

内心世界。”李秉儒对记者表示。

作为上海沪剧院压箱底的“看家宝”，《芦

荡火种》展现了一幅江南地区抗日军民与敌

伪殊死斗争的壮烈图景以及江南的水乡风光

和民俗风情，历经岁月洗礼戏剧魅力仍不减

当年。作品塑造了阿庆嫂、郭建光、陈天民、

沙老太、胡传奎、刁德一等一众生动鲜明的人

物形象，同时充分发挥沪剧的剧种特色，在剧

中唱响丁派、石派、解派、邵派等流派。1960

年首演一炮打响后，《芦荡火种》被移植改编

为现代京剧《沙家浜》，影响深远。

为向观众揭开这部经典沪剧幕后的神秘

面纱，上海沪剧院昨天策划了一次深入复排

现场的探访活动，邀请戏迷观看排演过程、与

主创团队面对面交流，对舞台作品的诞生过

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现在不少话剧都会向

戏曲借鉴表演手段，看到有这个机会，特别来

学习一下。”春日阳光甚好的下午，在上海戏

剧学院戏文系就读的张同学从学校散步到上

海沪剧院，第一次走进戏曲演出的排练厅，发

现现场也有乐队伴奏，但跟话剧不一样。“正

是因为多样性，艺术的百花园才五彩缤纷，而

经典，拥有永恒的魅力。”

上海沪剧院携年轻演员复排《芦荡火种》

  后、  后在红色经典中挑大梁

长宁区虹桥街道，上了年纪的居民们口口相传好消息：家门

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做CT了！昨天，61岁的陆女士做完

CT平扫（胸部），特意咨询医生：“检查结果怎么出？同二三级

医院检查有没有区别？”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T机正式

投入临床使用的两个多月里，上述问题是下沉社区的“看片”医

生、上海市同仁医院影像科主治医师吕良靓常遇到的，也需要不

厌其烦地叨叨两嘴“放心”。

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能不能看好牙、做好CT？这对于户籍

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中心城区社区来说颇具现实意义。

以长宁区为例，目前全域有2家社区标准化口腔诊室以及4

家能做CT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在两者兼具的虹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能回应现实需求的，除了

进一步下沉的基本诊疗硬件设施和医务人员，更有因地制宜的

人文关怀。

做CT，读报告很重要。长宁区放射影像服务云平台上，吕

良靓点开一名患者的报告。早上刚做的平扫，影像表现和诊断

都已出具——这是她亲自看的片子。每周她“下沉”社区医院两

次，现场坐诊出报告。此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云平台将片

子第一时间传送到同仁医院放射科，便于医生远程读片出具报

告。“通过区域医联体，我们和同仁医院放射科结对，患者的CT

报告通常在第二天就可以拿到。”中心主任王永鹏说，家门口做

CT，省时间更是抢时间。

眼下，中心的CT室每日拍片量在20余人左右。看片有上

级医院赋能，社区医生的作用何在？王永鹏告诉记者，技师拍片

也是门技术活儿。放射科目前有两名拍片技师，上岗前在同仁

医院培训过3个月。她举例患者常说的胸痛，就要问清具体疼

痛部位。技师需跟医生对接，对病灶冠状面和矢状面进行重建，

方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诊断。

“只有提升基本诊疗能力，才能保障CT室的接诊量。不让

机器沦为摆设。”对此，在相关调研中，有市政协委员这样建言。

基本诊疗能力的提升不仅要有医术。

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口腔诊室，是全市首批3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口腔诊室之一。社区大多数老人都

抱着能不拔牙就不拔的心态。口腔科负责人赵志伟说：“接诊

的部分老人去过二三级医院，医生建议拔牙，他们不肯，就来

社区医院希望保守治疗，这就需要医生花更多的心思来处

理。”据介绍，口腔科两名医生目前的接诊量不亚于二三级医

院。“社区医院接触老人偏多，会形成更适合老年患者的接诊

方式和方法。”

医生葛小伟认为，居民愿来社区医院看牙还因为“一站式”

的便捷。在专科或二三级医院，口腔科分得细，分门别类会给需

要做多个项目的患者带来一些不便，“在社区医院，一个医生可

以从拔牙、镶牙、补牙一条龙完成”。

不过目前，口腔科还不能做种植牙。王永鹏透露，中心正计

划建设手术室，“引导分级诊疗对我们的基本诊疗能力提出较高

要求，因地制宜让居民有更好的就医体验”。

家门口就能拍  治牙病
社区卫生服务持续上新

多层戏剧结构嵌套、打破“第四堵

墙”、与观众亲密互动……北京人艺2024

年第一部新排作品——莫里哀喜剧名作

《悭吝人》堪称一台“非正常喜剧”。记者

从3月19日举办的《悭吝人》媒体见面会

获悉，该剧即将于4月19日登陆北京国

际戏剧中心 ·曹禺剧场，主创们将用别具

风格又创意十足的舞台形式呈现这个

“老”故事的“新”面貌，给观众带来欢笑

之外，留下恒常的关于人性的思考。

诞生于300多年前的《悭吝人》是莫

里哀最负盛名的作品。1668年在法国首

次公演即收获热烈反响。该剧对人性作

了深刻反讽，塑造出“阿巴贡”这一喜剧

史上经典的吝啬鬼形象。这部外国经典

与北京人艺有着深厚渊源。早在1959

年，《悭吝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

礼剧目之一登上人艺舞台，还曾在中南

海怀仁堂演出，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

导人观看了此剧。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剧

曾再次上演。“今年恰逢中法建交60周

年，于是我们重新排演起《悭吝人》，这不

仅是对经典的再次探索，也有国际文化

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北京人艺院长冯

远征介绍该剧排演初衷。

回望中国的文学经典，也不乏对吝

啬鬼形象的刻画讽刺，比如元代剧作家

郑廷玉的杂剧《看钱奴》等，观众藉此

可感受两国戏剧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此

次排演注重以当下的思想和视角去解读

古典的故事，正如该剧导演之一林丛所

说，“贪婪、吝啬等劣根性是根植在人

性深处的。虽然《悭吝人》创作于300

多年前，但对人性的探讨永不过时。”

以莫里哀的批判视角去审视现代人的金

钱观、亲情与爱情观，赋予了这部作品

新的生命力。

该剧的戏剧结构和舞台呈现更是一

番“大变样”。主创们改变了原作的戏

剧结构，增加了一层戏剧时空。剧中以

一家乡村剧团在演一出戏为由头，通过

演出中乱象丛生的“事故”和让人啼笑

皆非的“失误”来产生喜剧效果。“莫

里哀曾经带领自己的流浪剧团到处巡回

演出，长达十余年。”这给了林丛改编

灵感，也仿佛剧作是从300多年前穿越

而来的又一次演出。剧中采用的大篷车等元素，还原了莫里哀

时代的演出形态，让观众在看戏的同时，感受一回欧洲老剧团

的味道。多层戏剧结构的嵌套也增加了作品的荒诞与讽刺意

味。一般来说，写实的舞台室内景只设三面墙，沿台口的一面

不存在的墙被称为第四堵墙。“我们会将传统的观演关系打碎

重建，打破第四堵墙，激发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的奇妙化学反

应，让台上台下融为一体。”该剧另一导演杨佳音透露。

这样一部“非正常喜剧”也让演员的表演难度陡增。演员傅

迦在剧中扮演主角阿巴贡，他表示这部剧有一个基础设定——

“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他正是要扮演这个草台班子里的蹩

脚演员，要“故意而不露痕迹”地在舞台上表演各种失误，自然地

逗笑观众。“平常我们都是往好了去演，这回要故意往差了演，这

可难度不小。”傅迦笑道。林丛也表示，喜剧的表演难度其实非

常大，“喜剧最重要的是节奏，要让演员放松，自由创作”。于是

排练现场，演员们也“耍”着演，排练现场不时上演头脑风暴，大

家集思广益，一同挖掘、贡献剧中的包袱。主创们的苦心设计能

否换来观众们的捧腹一笑？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北京3月19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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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本报记者 苏展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

加码投资布局“潜力赛道”

持续扩大在中国、在上海的投资布局，也

是不少全球高管来沪的重要事项。前些日

子，凯士比集团执行董事、首席销售官拉尔

夫 ·坎尼法斯在沪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透露，看

到中国能源领域不断提升的需求，凯士比决

定持续加大在上海的投资。他介绍，投资

2000万欧元的上海凯士比新工厂将于今年7

月投入运营，专注于生产石油化工工程泵和

标准泵产品。“新工厂投入运营后，在满负荷

运转下，凯士比上海这一产品系列的产能将

提升300%，投产后，凯士比每年可新增产值

4.5亿元。”

加码投资，源于企业近年来深耕中国市

场取得的良好业绩。过去一年，上海凯士比

销售业绩突破30亿元，创造了29年来的最好

成绩，无论是销售额、订单还是利润，几乎都

有两位数增长。事实上，过去4年来，上海凯

士比步入高速增长期，不仅支付了过去累积

的所有未分配股利，而且已回收当初的所有

投资成本。

“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地方。”拉尔夫

表示，今年企业将继续投入，通过数字化

技术对老厂区进行改造升级。据悉，目前

企业的凯泵智联云平台上已汇集了8万多

台泵产品的数据，不久后，这一平台将完

成29年来累计22万台泵的数据记录，并进

行云端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工厂的生

产效率。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上海外资研发中

心提升计划》已于3月15日施行，将进一步支

持外资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加强开

放创新、优化科研物资通关和监管流程、支持

研发数据依法跨境流动，为外商投资打造更

优的营商环境。

实地感受中国热度，跨国企业来沪“抢位”

(上接第一版)

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圈

在创新布局中，西门子医疗采取“双线并

行”的模式：一方面深化本土研发生产；另一

方面，构建本土创新合作生态圈，拓展开放式

合作。

“我们与张江集团合作的西门子医疗上

海创新中心是西门子医疗全球四大创新中心

之一，也是目前公司全球首家对外开放式的

联合创新平台。”孔军坦言，在中国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医工融合”“医工

转化”是医疗行业发展的关键，但目前一大挑

战在于，交流合作与成果转化依然存在难点

与痛点。为此，西门子医疗依托自身的技术

优势和全球资源，努力在中国推进有意义的

创新。

眼下，西门子医疗上海创新中心提供了

一个与本土初创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

大学积极合作的平台，与西门子医疗在中国

的研发与生产基地形成战略互补、产生协同

效应，不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

沪上“小巨人”企业博动医疗前不久就以

通过冠脉CTA（血管造影）图像计算冠脉功

能学的分析软件入驻联合创新平台，这一中

国自主研发的创新医疗产品，可以实现一站

式冠心病精准无创筛查，为临床医生下一步

制定临床决策，提供非常好的诊断依据。对

于博动医疗而言，加入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创

新“朋友圈”，不仅意味着可以把中国的产品

展示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望加速打通技术

和产品“出海”新路径。

截至2023年底，西门子医疗上海创新中

心已累计赋能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联合

150多家外部生态企业，孵化知识产权60项

以上。

带动发展本土供应链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之

初，是一家不足百人的CT组装企业。如今，

西门子医疗上海器械基地已是德国总部以

外最大、最重要的医学影像及临床治疗产品

的研发与制造基地之一，覆盖CT、X光机、

移动C形臂、超声、数字化等多个产品线的

研发生产。

记者注意到，在不断推进自主研发生产

的本土化进程中，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持续带动发展本土供应链，目前供应链

本土化率超过80%。

“我们的步骤是首先全面推进零部件供

应本土化，持续拓展本地制造，接着不断尝

试与本土供应商共同研发高技术含量的零部

件，提升本土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加强本土

供应链的竞争力。”孔军表示，智能制造是

公司业务发展的关键。公司逐步推进智能制

造、数字化转型，全面开发智能制造执行系

统、智能质量测试平台、智能化仓储系统、

可视化生产信息系统和智能物料配送，提高

运营效率。

事实上，从技术研发到智能制造，西门子

医疗在整个产业链上以一种“链式创新”的开

放模式，探索构建自身的创新生态圈，共同加

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截至

2023年9月，整个公司研发团队人数占员工

总数约40%，累计本地研发制造产品70余

款。公司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800项，并主

导和参与制定40余项国际和国内行业标准。

“今年，一系列深度结合中国市场需求

的本土研发计划都在全力推进中，特别需要

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医疗特有的需求已融入

西门子医疗全球新产品的生命周期规划。”

孔军说。

“大块头”医疗设备有了本土研发  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