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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俄罗斯“艺术航母”的马

林斯基剧院昨晚驶入上海港湾，以一

台群星闪耀的“芭蕾精粹”专场点亮

了前滩31演艺中心。明天，马林斯基

剧院芭蕾舞团还将上演古典芭蕾巨制

《舞姬》，由国际芭蕾巨星、首席舞者

维克多利亚 · 捷廖什金娜与金基珉组

成“最强阵容”，凭借丰富的舞蹈语

言、深邃的情感表达和浓郁的异域风

情，展现古典芭蕾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第二十

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享誉

世界的俄罗斯艺术团队陆续为申城献

上十余场精品演出，带来全明星阵容

和压箱底剧目。身为马林斯基剧院和

莫斯科大剧院“双总监”的捷杰耶夫

带领顶级大团来沪，用艺术续写友

谊；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第五

次来沪，以舞剧 《安娜 · 卡列尼娜》

和焕新复排之作 《俄罗斯的哈姆雷

特》，尽显“心理芭蕾”的情感张力。

在世界名团精心定制的“上海主场”，

“数首席”“赏名剧”成为申城观众的

金秋最爱。

“中国观众更懂芭蕾了！”

“13岁时，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是参

加国际芭蕾舞比赛。为此，我努力训

练了一整个夏天，那股拼劲就像是要

去奥运会赛场。印象里，当时的上海

街道两旁，既有高耸的摩登楼宇，又

有低矮的中式老屋，融合混搭的街景

十分特别。”维克多利亚 · 捷廖什金

娜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最终没拿到奖

牌而感到失落，但这座兼具现代活力

和人文底蕴的大都市给她留下了深刻

印象。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此次演出

所在的前滩31演艺中心是申城最年轻

的剧场之一，于去年10月正式揭幕。

昨晚，在拥有2500个座位的新剧场

中，捷廖什金娜携手舞团演员，奉献

了《仙女们》《海盗》《吉赛尔》《天鹅

湖》《堂吉诃德》等经典名作的舞段。

《仙女们》是芭蕾大师米哈伊尔 · 福金

的不朽之作；《海盗》三人舞编排别具

一格，加入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动作；

《吉赛尔》《堂吉诃德》的双人舞都是

展现超群技巧的“名场面”……各具

特色的精彩舞段引爆了观众席如潮水

般的掌声。“从掌声里，我感受到他们

对艺术炽热的爱，中国观众更懂芭蕾

了！”捷廖什金娜说。

相比“芭蕾精粹”专场，捷廖什

金娜更钟爱《舞姬》：“在舞剧里，我

可以投入扮演另一个‘我’，于舞台上

迸发所有的情感力量。”这部作品由

“古典芭蕾之父”马里乌斯 · 彼季帕创

作，于1877年首度公演。巍峨的神

庙、神圣的篝火、富丽堂皇的宫殿，

以及色彩亮丽的民族服装，舞剧将浓

郁的东方元素与梦幻的芭蕾足尖相结

合，构筑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舞

姬》 呈现圣洁的“幻影王国”，女舞

者们身披白纱，以整齐划一的阿拉贝

斯克 （Arabesque） 舞姿抬腿鱼贯而

出，构成极致唯美画面。“ 《舞姬》

的难度是一点点推高的，直到第三幕

达到极致，希望向上海观众展示我的

最佳状态。”捷廖什金娜说。记者了

解到，为了保证巡演效果，马林斯基

剧院芭蕾舞团的技术团队早在演出前

两个月便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技术考

察，并根据不同剧院的实际舞台条

件，因地制宜对舞美和舞台进行了部

分调整。

世界名团定制“上海主场”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迎来

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名艺

术家，主要板块57台163场演出中，

境外演出占比约六成，“唯一一站”

“上海首演”越来越密集。“如果说曾

经海外名团将上海作为巡演的‘备选

项’，那么现在上海已经成为绝大多数

名团驻演的‘必选项’。”艺术节中心

总裁李明说。

10月17日至10月21日，莫斯科

大剧院芭蕾舞团中国行的唯一一站落

地上海大剧院。舞剧 《斯巴达克斯》

营造出厚重史诗感，“芭蕾精粹”演绎

了12支精品舞段，“懂经”的观众迅速

开启了“数首席”模式。“莫大的演出

太震撼了！尤其是年轻首席伊戈尔 ·

茨维尔科饰演的斯巴达克斯，澎湃的

力量感扑面而来。”在家门口看到两支

世界级芭蕾“天团”，让资深芭蕾舞迷

保罗兴奋不已。“马林斯基版《舞姬》

的票也早买好了，期待近距离欣赏到

捷廖什金娜优秀的柔韧、出色的技术

和动情的表演。”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和莫斯科

大剧院芭蕾舞团有着“芭蕾双星”之

称。“身处不同的城市，两支舞团的风

格有着差异，正如 《舞姬》 的内敛与

《斯巴达克斯》 的外放。”金基珉说，

“两支舞团先后亮相上海，带来了各自

的拿手大戏，呈现出良性竞争的态

势。作为马林斯基的一员，我感到十

分自豪。”有趣的是，被申城观众亲切

称为“姐夫”的俄罗斯著名指挥家瓦

莱里 · 捷杰耶夫担任两家剧院的“双

总监”。10月20日晚，他率马林斯基

交响乐团登临上海，于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奉献纯正的俄式交响盛宴。近200

分钟的演出，曲目体量之大、演出时

间之长，为国内单场古典音乐会所罕

见。乐团演绎的肖斯塔科维奇《b小调

第六交响曲》、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

五交响曲》 等作品，技巧成熟、诚意

满满。

很快，又一位上海观众的老朋友

将叩响剧院大门。11月，俄罗斯圣彼

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携舞剧 《安

娜 · 卡列尼娜》 和焕新复排之作 《俄

罗斯的哈姆雷特》 再访上海，用现代

芭蕾的舞蹈语言演绎世界文学史上

的丰碑。《卡拉马佐夫兄弟》《叶甫

盖尼 · 奥涅金》 ……艾夫曼舞团的

作品常基于古典文学瑰宝改编，以

“心理芭蕾”的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

技艺受到观众喜爱。“我全部的舞蹈

创作就是为芭蕾寻求一个更加广阔的

空间，寻找一种能够表达人类精神生

活的身体语言。”俄罗斯知名编导艾夫

曼如是说。

以全明星阵容和压箱底剧目赴约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俄罗斯“艺术天团”聚会申城舞台

尽管眼下并非古装剧播

出旺季，但依旧有《锦绣安

宁》《七夜雪》《春花焰》等

多部S+级和S级古装剧在热

播。据多家平台数据，这些

剧集关注度排名靠前，但播

放热度不如人意，没有出现

期待中的爆款。

古装剧作为国产剧集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

都 有 较 为 稳 定 的 受 众 群

体，但近年来备受套路重

复和创新方向迷失的双重

挑 战 。 不 少 古 装 剧 从 剧

名、剧情、服饰甚至到演

员搭配“排列组合”，在自

我 复 制 的 套 路 上 乐 此 不

疲；而古装剧的“创新”，

往往以更为猎奇、非正常

的情感关系来吸引眼球。

古装剧创作者在挖掘作品

深度和价值方面，仍然任

重而道远。

套路重复，受众
产生审美疲劳

在腾讯视频与芒果TV

双平台播出的 《锦绣安宁》

开播之初，就有观众吐槽：

“这剧名是以前 《锦绣未

央》和《宁安如梦》的拼接

吗？”不仅仅是剧名拼拼凑

凑，在该剧的弹幕评论区，

能高频次看到各种爆款剧的

关联词，如《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

否》）《墨雨云间》。乔小娘借

腹中孩子之手逼走宜宁的桥

段，让观众集体想起《墨雨

云间》姜梨的遭遇；剧中的

人设“超雄的爹，作妖的小

娘，爱翻白眼的大娘子，清

醒的祖母”，与宅斗长尾剧

《知否》 如出一辙……再加

上略显“小儿科”的剧情，让

《锦绣安宁》在坊间又有了

“低配版《墨雨云间》和《知

否》结合体”的别称。

事实上，古装剧的套路

重复几乎覆盖了各个方面，从剧情、服

饰甚至演员搭配，进行各种“排列组

合”。男主角通常是武功高强、琴棋书

画样样精通的全能人设，而女主角往往

身世平平但聪明伶俐、机智过人。这种

“霸总”与“灰姑娘”的组合模式，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观众的口

味，但长期下来难免审美疲劳。

古装剧自然离不开“俊男靓女”的

演员，以往这个领域也容易出现新的

“流量明星”。然而，近期一些古装剧频

频出现熟悉面孔之间的“排列组合”，

例如白鹿、李沁、李一桐和曾舜晞、成

毅、刘宇宁等男女演员，分别在不同剧

集中成为“屏幕恋人”，被

观众戏称为“换乘恋爱”。

除此之外，“三生三世轮

回”等相似的剧情，或者

“被相恋之人刺伤”等雷同

的 桥 段 也 让 观 众 倍 感 厌

倦，更有“抄袭”之嫌。

业内人士指出，同质

化显然限制了古装剧的市

场空间。而对于勇于尝试、

敢于突破的演员而言，需要

的是“换乘赛道”，而非“换

乘恋爱”。如近期获得金鹰

奖最佳女演员的赵丽颖，

从早期的古装剧女演员，

成功实现了向现实题材的

转型升级。

创新应“走心”，
而非感官刺激

面对市场的挑战，古

装 剧 也 在 寻 求 突 破 。 然

而，一些剧集在创新过程

中则走入误区，它们以剧

情和人设的癫狂为方向，

试图通过刺激观众的感官

来赢得关注。这种做法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眼

球，但忽视了剧集的内在

价值和观众的深度需求。

优 酷 独 播 的 古 装 剧

《春花焰》以暗黑复仇题材

以及堪称“癫狂”的角色人

设，引发了不小的议论热

度。该剧打破了传统古装

偶像剧的甜蜜套路，以更为

颠覆、直白的方式展现了一

段相爱相杀的虐恋。剧中

的女主角眉林遭受了簪刺、

下毒、酷刑等种种折磨，但

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小白

花”式的悲情设定，一心复

仇；男主角慕容璟和则是

声名狼藉的“人屠将军”，

每 次 出 场 带 着 “ 邪 魅 狂

狷”的氛围，而实则身负

冤屈骂名。两个人在相互

算计间产生情感纠葛，偏

偏 让 不 少 观 众 感 到 “ 上

头”。该剧节奏明快，但一

味追求“爽感”、生硬堆砌

桥段，忽略了剧情的瑕疵和漏洞，以至

于观众吐槽不断，甚至有网友评论：

“这就是部加长版的微短剧。”作品的人

物设定偏激化虽然有一定的新鲜感，但

终因缺乏内涵而难以赢得持久认可。

在业界专家看来，古装剧的创新应

该建立在深入挖掘人性深度和社会价值

的基础之上。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和紧

凑的剧情设计，古装剧可以展现更加多

元和立体的故事世界，让观众在观看过

程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同时，

古装剧也应该注重与现代社会的关联和

呼应，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来引发观

众的共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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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机制对孩子短期有用，可是

能帮助他们长远地进行情绪和生活管

理吗？”“奖励的本质是操纵孩子，让孩

子习惯于考核机制，他们在竞争的环境

中关心结果，而非自己的兴趣。”“孩子

渴望表扬，产生成瘾依赖，这是否降低

了他们内在的自驱动机？更大的危机

是他们因此放弃了主动思考。”“怎样让

孩子对当下产生兴趣？怎样让孩子们

体会到价值感，学会把握生活和人生的

主动权？”昨天，在中国福利会和荣威 ·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办的“特需儿童戏

剧艺术启发大师班”上，英国戏剧导演、

教育家克里斯托弗 ·戴维斯和Bamboo 

zle剧团不仅提倡为特殊儿童创造充满

爱与鼓励的艺术环境，也提出了挑战世

俗认知的教育观念。

特殊儿童也该得到属于
他们的温暖舞台

正在进行中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演

出交易会现场，不断有国内儿童剧场

的节目制作人询问上海儿童艺术剧

场：“海星之愿”汉化版的特需儿童剧

目，能到上海之外的城市巡演吗？中

国各地的特需儿童家庭数目庞大，然

而，能给这个群体提供美好艺术体验

的项目太少了。

这个周末，Bamboozle剧团将在上

海演出户外沉浸式戏剧《火鸟》，这部大

型偶剧给孩子们制造视觉、听觉和触觉

的丰富感官体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

部“融合儿童剧”，主创希望患有学习障

碍的特殊儿童和普通孩子一起参与到

这场互动表演中。这是八年来，剧团和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合作的“海星之愿”

第五部特需儿童公益戏剧。

2017年4月，上海儿童艺术剧场

引进了《可爱的农庄》和《暴风雨也

不怕》，《可爱的农庄》专为脑瘫和唐

氏综合征儿童演出，《暴风雨也不怕》

适合孤独症谱系儿童。这两部作品在

当时的国内儿童剧领域是前所未有

的，由于观众是特需儿童，每场观众

仅有六组家庭。经过41场演出，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的242个特

殊儿童家庭拥有了“第一次的剧场体

验”。这些孩子的家长第一次体会到：

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共文化空间而不必

担忧被排斥，可以不必在公开场合约束

孩子“不要哭，不要叫，不要激动，不要

影响别人”，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剧场

里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

这两部作品首轮演出引发的反

响，促使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推出“海

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公益项目，因

为，在一座儿童友好城市，剧场不应

仅为健康儿童服务，特殊儿童也该得

到属于他们的温暖舞台。“海星之愿”

这个名字来自Bamboozle剧团艺术总

监克里斯托弗 · 戴维斯分享的一个故

事：在英国沿海，无数海星在涨潮时

被冲上海滩，之后被太阳晒死。有个

妇人坚持每天到海边捡起海星，把它

们丢回大海。她知道自己救不了很多

海星，但是，“对于被我扔回大海的海

星，这样做有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海

儿童艺术剧场把这个给特殊儿童的戏

剧公益项目起名“海星之愿”，意思就

是即便能够覆盖到的受众范围有限，

但是进入剧场的特殊儿童得到了百分

百的艺术关爱。

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海星之愿”，

持续引进并汉化特需儿童剧目，包括

《可爱的农庄》《暴风雨也不怕》《月亮

上的歌》和《温柔的巨人》，打造“融

合”的剧场公共环境，为上海的特需

儿童家庭累计演出415场，另有进校

园和社区巡演51场，遍及上海16个区

的近2500个特需儿童家庭得到了戏剧

体验。

和孩子在一起，胜过任
何奖励

进入专业儿童剧领域之前，克里斯

托弗 ·戴维斯是资深的小学教师，他认

为戏剧既是艺术体验，也是一种教育方

法论。他从1994年至今的30年里，致

力于根据特殊儿童的特点，为孩子们提

供多感官的戏剧体验。从2017年到

2019年，他在连续三年的“特需儿童艺

术教育论坛”中，和中国同行探讨“如何

为特需儿童创造更多可能性”“戏剧对

特需儿童生活的影响”“戏剧帮助特需

儿童融入社会日常”。今年，“特需儿童

戏剧艺术教育大师班”重启，老先生面

对一群年轻的特殊学校教师和仍在师

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他并不讳

言，自己专注于对“谱系障碍学生”的艺

术教育，是出于对英国整个教育体系的

失望：“对孩子的评估取代了教育，而特

需孩子甚至被挤出评估系统。这是充

满偏见的标签。”

他和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们分享了

一个颠覆公众认知的教育实验：给一群

孩子分酸奶，把他们分成三组，一组被

告知“吃完酸奶会被表扬”，另一组许诺

“吃完酸奶会有额外的巧克力”，剩下的

一组什么要求都没有。实验结束，前两

组孩子为了“奖励”吃掉了酸奶，但他们

不喜欢酸奶。唯独最后那组自主决定

要不要吃酸奶的孩子表示，他们很喜欢

酸奶。戴维斯说，在英国，以及世界上

更多的地方，广义的教育就像发给孩子

的酸奶，儿童为了“奖励”在容忍而非真

正享受到。他也因此给出了那些足以

冒犯公众的结论：普遍存在的奖励机制

破坏了孩子的自驱力和主人翁意识，孩

子难以从拥有权力的成年人支配的“奖

励”中获得价值感。

戏剧教育怎样“找补”？实践者跳

出了“优劣判断”，专注于观察孩子“做

了什么”。戴维斯让年轻的老师们现场

做了个游戏，每人飞快地做个手工，然

后两人一组，第一轮“具体描述对方做

了什么”，第二轮“表扬和赞美对方”。

所有参与者立刻发现，“表扬”的话术很

快词穷，话语的奖励是空洞的。但认真

地反馈“我看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什么，

我关心你的意见”，让双方同时获得被

重视的价值感。戴维斯总结道：这就是

特需儿童戏剧在剧场里做的，艺术家、

家长和孩子一起实现一场“真正的陪

伴”，“我的时间交给你，我观察你，关注

你。我们在一起，这胜过任何奖励”。

“特需儿童戏剧艺术启发大师班”提出挑战世俗认知的教育观念

不一样的儿童剧，不一样的教育

原版《暴风雨也不怕》剧照。 （演出方供图）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享

誉世界的俄罗斯艺术团

队陆续为申城献上十余

场精品演出，带来全明

星阵容和压箱底剧目。

图为10月17日，舞

剧《斯巴达克斯》举行公

开排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