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8月16日 星期五6
责任编辑/曹利华
视觉设计/冯晓瑜 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上接第一版）

在运用外来芭蕾语汇的同时，《白毛

女》借鉴了大量的民族民间舞、传统戏曲

以及武术等素材，将现实与浪漫进行完

美结合。在音乐上，舞剧保留了原歌剧

中“北风吹”“扎红头绳”等曲目，还吸收

了大量华北地区民歌河北梆子、山西梆

子为素材，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

结合的形式，呈现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

郁的生活气息。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就与芭

蕾舞剧《白毛女》结缘，指挥这部作品整

整16年，几乎每一张总谱上都留有我的

修改痕迹。”陈燮阳不仅是作品初创时期

的指挥之一，更参与这部舞剧音乐的配

器。如今，他与《白毛女》又相约在国家

大剧院的舞台。“今天，我执棒中国电影

乐团为《白毛女》60周年庆典伴奏，心中

依然充满激情。”陈燮阳说。演出将由中

国广播合唱团现场合唱，上海歌剧院歌

唱家何晓楠、郑瑶担任独唱。

一代代接棒传承，让经典
历久弥新

每一代上芭首席和主要演员都从饰

演“喜儿”“大春”“白毛女”开始艺术生

涯。“老带新”“戏带人”是芭团的艺术传

统。第一代“王大春”扮演者凌桂明今年

80岁了，他多次回到上芭手把手指点后

辈们；上芭首席主要演员、副团长吴虎生

泡在排练厅，将长期积累的舞台经验传

授给年轻演员。此次国家大剧院演出，

饰演主角的是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00

后主要演员许靖昆、郭文槿，主要演员张

文君、赵美慈、冯子纯。

《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看家

戏，也是青年演员的试金石。“想塑造好

‘喜儿’的形象，不仅要融入具有中国特

色的芭蕾动作，还要深刻理解那段历

史。”戚冰雪说，“红色作品的精气神饱

满，要投入更多情感，展现更多张力。你

必须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去入戏，

让这个角色长在你的身上。”

“这部剧大家太熟悉了，如果情绪不

到位、感情不到位，观众都能看出来。”赵

美慈表示，每次演“喜儿”都会感受到压

力，“从大喜到大悲，情绪上的转变最有

发挥的空间，也是最有挑战的地方。”进

团第二年起，许靖昆就加入了《白毛女》

的排演，从群舞跳到“大春”。“从前辈们

那里传承的是红色基因，是光荣信仰。”

他感慨，每跳一遍“大春”都会有不同的

体悟，“这个角色，我想要一直跳下去”。

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经典，上芭

将《白毛女》的艺术精神薪火相传。团长

季萍萍表示：“《白毛女》向世界展现了中

国芭蕾艺术的原创精神，为芭蕾艺术注

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

蕴。跨越六十年时光，芭蕾舞剧《白毛

女》历经岁月洗礼，成为几代人心中的共

同记忆，沉淀出历久弥新的传世之作。”

（上接第一版）

综合保税区联动创新区则涵盖自贸

试验区范围外6个综合保税区全域，总

面积约11平方公里，重点聚焦提升跨

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在支持跨境电商产业集聚、探索

拓展“保税+”业务、优化跨境资金结

算服务、加强土地等各类要素保障供

给、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协同发展等

方面提出一批任务举措。

持续放大制度创新溢出效应

联动创新区的设立，意味着自贸试

验区的试点经验将在更大范围推广。首

批联动创新区可以根据区域内企业提出

的业务诉求，在贸易便利化、跨境资金

结算、外籍人才服务等方面精准复制推

广一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

同时，上海也鼓励各联动创新区结

合自身需求和特点，深度对接上海自贸

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集成电路、新能

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和新型国际贸易、科

技创新等功能平台，打造具体应用场

景，在发展“保税+”新业态新模式、

数据跨境流动、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深

化合作，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杨浦区瞄准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将

支持区内高校与临港新片区协同打造高

能级创新平台，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发

展紧密对接。

遵循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的改革思路，上海也支持

各联动创新区根据功能布局和发展需

要，聚焦科技创新、进口贸易、数字经

济、绿色低碳、科技金融、法律服务等

领域，开展差异化、个性化的自主改革

探索，进一步增强区域产业发展活力和

竞争力。

闵行区此次提出推动重点领域专利

快速审查、支持高端装备领域跨区域合

作、探索低空经济领域产业联动等政策

措施，进一步推动在重点产业和知识产

权专利领域的联动发展。宝山区将依托

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这一创新

矩阵，积极探索产品碳足迹核算技术创

新，抢抓绿色低碳标准制定话语权。

陈彦峰表示，总体来看，各联动

创新区建设方案主题鲜明、内容扎

实、场景丰富，改革路径清晰，开放亮

点突出，有望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

新片区实现“空间接应、产业接续、政

策接力”，有利于持续放大制度创新溢

出效应。

下一步，市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将全力抓好首批联动创新

区建设方案落地落实，持续跟踪解决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有力推动区

域开放能级、产业能级、创新能级迈上

新台阶，加快形成浦江两岸改革开放彼

此呼应、相互促进、耦合发展、活力迸

发的生动局面。

上芭“传家宝”有了青春版上海首设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

一天200个跟头、二米五叠桌凌空

下高、跨越40年传承的绸刀飞舞……连

日来，记者走访沪上多个文艺院团，一时

竟难以分清是户外烈日下逼近40℃的气

温高，还是各处练功房、排练场上戏曲演

员们“夏练三伏”的劲头高——无论是摩

拳擦掌对舞台迫不及待的京剧武丑，还

是“不让须眉”总要提前一个小时到自我

加压的越剧“女小生”，拳来腿往，热气蒸

腾，汗珠一串串砸下来、飞出来……

梨园行有着“歇夏”一说，过去因天

气炎热加上演出淡季，戏曲演员往往在

夏季封箱，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休整，加练

基本功。如今，演出市场需求旺盛，夏季

演出并不见明显减少，但“夏练三伏”的

传统仍旧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演员要

走上舞台，成为角儿，练功是必经之路。”

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

长谷好好对记者说道。谷好好不否认，

如今成名走红的方式有许多种，一段视

频或许就能让一名演员流量傍身。正是

这样，“回到练功房”在当下显得尤为重

要。因为，艺术的锤炼，没有捷径。在练

功房，年轻人练的是技艺，磨的是对舞台

的敬畏。“唯有两只脚踩在地毯上，一招

一式满宫满调地练，方能成就人才。”

武丑站上C位

“这个夏天忙疯了！”上海京剧院的

95后武丑演员潘梓健感慨。上海京剧院

一年一度的“京武会”照例在盛夏火热登

场，剧院大大小小的排练厅忙不停。借

着大戏在身的劲头，年轻人以戏促功，练

荡子、打把子，决心要把最好的练功和排

练效果带给剧场的观众。

今年“京武会”以纪念一代武丑大师

张春华诞辰100周年为主题，一口气捧

上三晚演出，包括《三盗九龙杯》《佛手

橘》《三盗令》等名剧。“三天都是武丑戏，

这对我们行当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展示机

会。”想到往往在舞台上甘当“绿叶”的武

丑站上C位，潘梓健难掩兴奋。临时抱

佛脚在武戏演员这儿行不通，台上淡定

从容的心态离不开日常的久久为功。早

在一个月前，潘梓健就进入了准备状态，

练功、排戏配合科学的饮食和睡眠，“身

体全方位的素质都要练好，才能把技巧

完整地展现出来”。

一张白桌子和一张红台子，这是潘

梓健练习“上下高”的道具。由于舞台上

的高台不宜搬动，他就把排练厅里的桌

子叠加在一起，来练习这出堪称“硬核”

的戏码。《三盗令》里，“盗令”无疑是重头

戏，饰演主角“蔡庆”的潘梓健要连续跳

上两张桌后，快速从近两米的高度后空

翻，随即一个身段冲向台口，借快圆场下

台。整套动作要在短短15秒内完成，既

考验演员的轻盈程度，又考验心理状态。

“一般的玩意儿，走出不一般来，才

算本领到家。”潘梓健用张春华的名言来

要求自己。有时一天的排练结束，他会

给自己加练，在晚餐时间拉上同伴一起

打把子，为“单枪对双匕首”做准备。“单

枪对双匕首”是《三盗令》里的“满堂

红”。所谓“满堂红”，便是该段戏份一出

场，立刻就能引发全场的叫好喝彩。张

春华的这段原创，要求演员灵活使用单

刀和双匕首，单刀被单枪挑飞之后，要快

速从裹腿里拔出匕首继续应战，火爆的

节奏总是能在剧场里引发高潮。

虽然武丑并不总是站在舞台中央的

那一个，但在和潘梓健的交谈里，可以直

接地感受到他对行当的热爱。“从叶盛章

先生创立叶派武丑，一路传给张春华先

生，武丑的脉络没有断。这个行当由小

变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装、扮

相、人物内心、演出剧目，它们的内涵都

大大地增加。我喜欢这个行当里的所有

东西，每次演出都觉得过瘾。”张春华52

岁下高的影像至今让小伙子震撼，下一

步，他希望像师傅师兄一样挑梁《三盗九

龙杯》，“趁着40岁之前的身体黄金年

龄，我想尽可能地多学戏、学技巧，也钻

研叶派的精神。即使累，也是快乐着。”

《三盗令》排练时，《三盗九龙杯》的

主演武丑郝杰常会坐在一旁观看师弟们

的表现。夏季集中练功排戏，不仅是演

员长功的好机会，也是互相交流鼓励的

时间。在上海京剧院二团大排练室，有

一件几乎是武丑演员专属的道具——纣

棍儿。一根木棍连接两条粗绳。郝杰双

臂一用力上棍，可以一口气在上面完成

近十圈的翻转。在《三盗九龙杯》的最后

一盗“玩月楼上”里，他就会展示这项技

巧。记者见到郝杰这天，他手腕两处的

淤青清晰可见。纣棍儿是练习一次就要

停两三天的功夫，虽然郝杰每次都会戴

上护腕，但依然挡不住身体的力量对手

腕的压迫。“台下无数次的练习，就为了

台上几分钟的完美，我想这就是武戏的

精神。”郝杰对记者说。

老规矩：关空调

“京昆不分家，我们要对标兄弟院团

的武生武旦！”谷好好常激励团内的年轻

人，要多向别家团里的优秀青年演员学

习，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加速！两只脚

频率要快！”上午9:30，夏日烈阳尚未完

全发功，而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三楼

的排练厅已是热火朝天。在上昆导演组

的技导丁芸以“快”字叠加的拍子里，上

昆的女孩子们挺身掐腰，以小而快的步

子跑着圆场。脚步翻飞的“走如风”里，

是被女队爱称为“教练头子”的丁芸对身

训技艺要求更高。

无论演员在台上多么身经百战，基

本功都是不能丢掉。排练厅的北侧鹞子

翻身、水袖剑舞眼花缭乱，推开中间的小

门，排练厅南侧更是圆场、拿顶、跳高、虎

跳、扫蹚、旋子样样不落。南侧是上昆男

演员练功的地方，《牡丹亭》中饰演柳梦

梅的小生演员胡维露也在其中。场中有

一位在空中拿顶，原来这是由队长带队

倒立，队长不结束所有人便不结束。随

即场中又出现两把红椅子、两块红砖头，

搭上竹竿便开始训练跳高的功夫。“椅子

约有一米高，椅背加砖头增高就接近一

米三了。”上海昆剧团武丑演员娄云啸擦

着额间的汗告诉记者，练功没有天花板，

“当然是跳得越高越好。在舞台上滞空

越久，跳得越高，观众就会觉得更惊险，

看得更刺激一点。”

“小时候翻跟头翻得好，如今就进了

武丑的行当。”娄云啸今年刚好入团二十

年，他跟随昆剧表演艺术家张铭荣学习，

在上昆“周周演”折子戏《盗甲》中，他要

致敬张铭荣当年高难度的凌空翻身。

“《时迁盗甲》的功夫在戏中如何表现？

我需要跳到桌面，再跳到上面的椅子、椅

背，顺势凌空翻下。还要反向爬上2.5米

的台子，空中拿顶再倒立，我们台子高，

观众席可能是看不到我的脚的。”娄云啸

认为，武丑的行当，不仅有表演、有唱念，

要用技艺去填满戏，才是观众的心头好。

体能，需日日练，否则都是空谈。

10:30，天已经热了起来，排练厅的温度

也随之上升。“关空调是老传统了！”上海

昆剧团花旦演员谢璐告诉记者，戏服都

很厚重，加上舞台的灯光，体感经常超过

40℃，“如果没有体能，这出戏到最后会

很累，自己累倒没关系，让观众觉得累便

没有达到舞台效果。”说排练房中挥汗如

雨都不为过，当然也有队员开玩笑地嘟

囔一声“腿像灌了铅一样”，“教头”丁芸

以一句“缺功呀，接着练吧”回应。在前

辈看来，先有体能才有技艺，如果体能都

撑不过，技巧根本就展现不出来。

“借着奥运的劲头大家一起练！”排

练厅里一位刚入团一年的年轻武丑一口

气拧出数十圈旋子，身姿舒展，轻如鸿

雁，收获现场一片叫好声。娄云啸告诉

记者，“新鲜血液的加入，队里的平均年

龄往下降了，我们的舞台也有了更多可

能性。”在排练厅，记者看到，小伙子们虽

然都是满头大汗，但仍身着长衣长袖。

“舞台上唱武戏，一穿上靠，就跟大夏天

在户外披着棉花被一样。”90后武生张艺

严告诉记者，因此，演员们在练功时不贪

图凉快，而是尽可能地模拟台上的氛围，

给自己更多磨炼。

夏季集训并非只有苦练，也是演员

一次全方位精进自我的机会。集训期

间，上海昆剧团的“学馆制”继续进行，请

来老艺术家张铭荣和著名昆曲武旦王芝

泉的爱女、京剧演员王蕾，手把手为演员

们说戏补课。“亮好，起腿，翻身。”王蕾带

领闺门旦姑娘们做了一套京剧《霸王别

姬》里的舞剑动作。相较于京剧大青衣，

昆曲的闺门旦没有太多下腰、卧鱼等动

作。“京剧载歌载舞，声腔又高，学演京剧

对于昆曲演员来说是很好的补充。”王蕾

表示，“有时候一整套练下来，演员们难

免会觉得很累，但无论是身段还是演唱，

都会有明显的进步。”

一把绸刀40年传承

“嗒嗒嗒”，还未走进上海越剧院的

大排练厅，密集的打拍子声已经传入耳

中。“老法师”周国盛用把子敲击着地面，

为台上的生角组指引节奏。他和50年

的老同学潘瑛从戏校开始，就带着三团

的青年演员们练功学戏，可以说是最了

解他们的人。

因为越剧“女小生”的演出传统，在

上越能看到别家院团难以见到的男女合

练。小生穿黑T恤，旦角穿白色，双方你

来我往，交替练习。严师出高徒，作为生

行的老师，周国盛并不会放低对女生的

要求，正腿、旁腿一样要踢得又高又直。

一组双枪枪花，要求演员抛出单枪后，背

过身单手接住。碰上演员接不住枪的情

况，潘瑛总是耐心坚定地引导——“再试

一次”“同伴一起来”。

“演员的功力就靠平时的积累，台下

放松，台上就什么都没了。”基本功练完，

旦角陈欣雨的长发已被汗水打湿。标准

并非一成不变，根据舞台上的实际需要，

老师也会安排相应的内容。旦角走内

圈、生角走外圈。圆场是最基础但也是

不能马虎的功课。“旦角步子要迈得小走

得快，小生步子则要大。”潘瑛表示，“演

员出场一亮相，就是走圆场。就算是成

熟演员，基本功上也不敢有丝毫马虎。”

按照惯例，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

一年要学会两套新把子。“拿上‘刀’，我

和你们一起做一遍。”周国盛走到年轻人

中间，在他“站”“步子”“砍”的口令里，演

员们已基本将新动作做到了位。“这是40

年前我老师教我的动作。”当年，周国盛

学习时，刀后会别上一条红绸，“舞好绸

刀和单单耍刀有着本质区别。”前一周，

他特地请越剧院的舞美组做了几件绸

刀，用来锻炼小生们手臂和背部的力

量。“越剧的武戏虽然不比京昆，但戏曲

就是综合的艺术，手眼身法步缺一不

可。”周国盛对记者说道，“女孩在台上演

男人，劲儿还是要练足！”

“打完把子，心率180。”“女小生”俞

果笑着对记者说。虽然演出时只需要完

成一遍动作，但为保证演员的体力和气

息能够达标并且有所富余，周国盛会要

求练功时两套连做。在观众心里，越剧

常演才子佳人戏，为何要对基本功如此

讲究？对此，俞果深有体会，“基本功的

功不仅长在身上，也长在文戏里。在台

上一个转身，一个步子，处处见功夫。”

请进来也走出去

无独有偶，上海沪剧院也请来沪剧

老艺术家徐伯涛与王珊妹，为年轻人一

字一句抠戏。采访中，多位演员表示，夏

训让人仿佛有“回炉重造”的感觉。如今

院团演出任务繁重，如集训一般的“回头

看”不仅能查缺补漏，演员同样也能获得

温故而知新的机会。

“相思鸟，相思鸟，为啥名称相思

鸟？”“相思鸟，多情鸟，一心想成比翼

鸟。”高温天气里，上海沪剧院的排练厅

出现了两组“黄慧如与陆根荣”，徐伯涛

与王珊妹带着青年演员韩朝群与王禕

雯，一同唱起这段沪剧名段。老师亮嗓，

源自于不满足。听完学生们唱一遍，王

珊妹就敏锐地指出：“你们喉咙很好，声

音听上去很舒服，但两人之间交流不够，

动作缺少过程，人物没有完全立起来。”

王珊妹认为，“相思鸟”是一场极有

观众缘的戏，过去演出时，台下观众的掌

声总是一波接一波。“这是一段相当出彩

的戏，塑造人物是关键。”沪剧擅用唱腔

来塑造人物，短短三分钟的时间，徐伯涛

听出了后辈演唱和用腔里的瑕疵。“过去

沪剧的角儿，唱功个个过硬。唱腔要在

人物里、在剧本里。”他提醒后辈，不拘泥

于某一个派别，要多学流派、多唱戏，才

能丰富自己的演唱技巧，因为“没有唱，

沪剧演员是立不住的”。

夏季集训不仅有“请进来”，还有“走

出去”。50年前，筱文艳、何叫天等淮剧

大师就曾带领“淮三班”学员们赴“淮剧

之乡”建湖学习。遵循前辈的做法，上海

淮剧团日前就组织了30多位青年演员

前往建湖学习、实践、演出，并以“表演工

作坊”的形式对演员进行训练。

此次赴建湖集训，剧团请到建湖方

言传承人姜茂友分别从声母、韵母异读

字、声调异读字、入声字、俗语和歇后语

等带领上淮青年细致入微地学好、理解

好、运用好淮剧艺术的舞台语言——建

湖话。与此同时，剧团青年导演海博、青

年创作人员夏锐还分别为演员们带来简

谱视唱课与肢体语言表演元素课，分享

自己多年的专业所学，力求从不同方面

完善、提升青年演员们的舞台表演力。

上海评弹团则安排了6场讲座、2场

研学，讲座内容包含曲艺艺术观、电影、

话剧、音乐剧和心理学，旨在全面提升青

年演员的综合素质，拓宽年轻人的视

野。集训结束，团里还举行了集中考核，

弹词演员要用两段全新唱词《孙悟空》

《梅兰芳》，进行作曲排演，评话演员要根

据苏州评话中的常用表现手法“赋”与

“赞”，独立设计排演，只为考察青年演员

的创作能力。

（本版内容见习记者孙彦扬亦有贡献）

——沪上戏曲院团夏季练功纪实

夏 练 三 伏

①③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在老师指导下磨练把

子功。②上海昆剧团排练厅内热火朝天。④上海沪剧院演

员进行身训。⑤上海京剧院演员潘梓健为《三盗令》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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