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现场

去
美
术
馆
听
一
场
音
乐
会

8
本版编辑 /谢 炯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0 年 8月 29日 /星期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跨界 汇文 体

    花园内弦乐声声，迎宾“家丁”撑着雨

伞恭候观众光临。昨晚，位于汾阳路的上海
沪剧院新址敞开大门，观众结伴走进小白

楼，感受了一场沉浸式沪剧与音乐会交融
的演出。

昨夜的小白楼灯火通明，二楼宴客厅
物尽其用，摆放了若干张小圆桌，中间以长

桌分隔，精致的餐点与这幢欧式建筑相得

益彰。戴着礼帽的主持人张民权伴着背景
音乐《上海滩》亮相，以上海话为观众介绍

起了当晚的演出。

沪剧《家·瑞珏·洞房》《雷雨》选段等经
典剧目以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呈现。一张圆

桌，覆上红色流苏桌布，就成了洞房娶妻的
道具，撤走桌布，又成了繁漪与四凤对话的

场景。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喜爱的沪剧演员
表演，对于在场的观众大多都是第一次。观

众孙卫表示，疫情以来还没去过剧场，这次
有机会近距离感受经典《雷雨》选段，非常

开心。
除了沪剧表演，沪剧院还准备了《致爱

丽丝》《绿袖子》《爱的罗曼史》等器乐演奏，
还有歌剧《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眠》《鸿

雁》等，让观众惊喜连连。互动环节，沪剧迷
吴嬿自告奋勇上台，与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合

唱一曲杨派的《盘凤》。
在洋房里赏沪剧、品美食，这次只是一

个开端。茅善玉表示，沪剧院将不断加大新
址的开放力度，针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设计不

同的活动，明?，全本沪剧《雷雨》将有望以
沉浸式的方式在这里上演。

本报记者 赵玥

去白公馆看一出沪剧
上海沪剧院明年将推沉浸式全本《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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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背后伴有画面
伴着三重奏与小乐队的一曲《江南》，只见台前表演的民乐演

奏员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沈柔坚的水墨作品《忆江南》，曲折的

河道，河上的船只，无不让人忆江南。悠扬的旋律一转，又见钱瘦
铁的《春柳双鸭》跃入视线，予人勃勃生机。《霸王别姬》的锣鼓声

声，背后是关良的同名戏曲人物图与董贻叶的同名剪纸。阮族重
奏《剑器》、二胡与大提琴合奏的《梁祝》等等曲目，背后都有来自

中华艺术宫《海上生明月》展览中的作品与之相互衬托。音乐与画
面的对话，立体地诠释了海派绘画与民族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

丰富了画面，也深化了音乐，彼此得到了意境上的无限延展。

据悉，上海民族乐团此次在中华艺术宫里的演出，有一些曲
目还融入了“一带一路”的内容，比如充满异域风情的民乐合奏

《丝绸之路》。打击乐首席王音睿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的音乐、书
法、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像这样的艺术碰撞希望今后可

以再多一些。我们在为这次演出排练的过程中也会细细揣摩画中

的情感，思考自己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与这些美术作

品的‘合作’。”
41米高的《海上生明月》展厅里，两位民乐演奏家现场琴箫

合奏《阳关三叠》。他们的背后是戈湘岚 1940?创作的马系列作
品和林风眠的《渔舟》。马雅妍清逸，姿态悠然而自得。渔舟的晚归

则云雾弥漫、空旷渺远。
这样的小型演出昨晚在展览现场共有两场。穿插在两场表演

中间的，是中华艺术宫副研究馆员武秦瑞带来的现场导赏，为观
众诠释美术作品的精妙之处。

演出之后继续拓展
成立于 1952?的上海民族乐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

大型民族乐团。他们这次在中华艺术宫呈现的《海上生民乐》是同

名音乐剧场演出的室内乐版本。2016?这台演出曾为第 18?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此后又巡演多个国家。与该演出谐音的

《海上生明月》展览恰为中华艺术宫的品牌常设展，在梳理馆藏珍
品的基础上集结 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们的精品力作。

“中华艺术宫之夜”是全新打造的都市夜游与艺术教育推广

相结合的品牌项目，此次夜场活动是本市文艺单位在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阶段后，为市民游客呈现的艺术视听盛宴，是上海民族

乐团与上海美术馆携手弘扬中华文化、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积
极尝试，更是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生动体现。

中华艺术宫党委书记邓军透露，与上海民族乐团的合作只是
开始，在中华艺术宫的舞台上，今后还将会继续结合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开展与

其他院团的合作，丰

富艺术形式，惠

及人民生活。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昨晚，中华艺术宫展厅里，吴湖帆、
任伯年、林风眠等海派艺术家的作品前，
有丝竹绕梁，有琴音悠扬。上海民族乐团
的中华艺术宫之夜———“海上生明月”艺
术体验专场活动，为人们带来一场有
“声”有“色”的艺术体验。

徐翌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