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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吴翔）今天，在

中国交通广播 30岁生日到来之际，
从早晨 6时一直到晚上 10时，上海

交通广播推出“凝聚 30年交广情怀

的电波盛宴”16小时大直播，带听
众回味当年在路上听见“惊喜”———

在那些没有导航的日子里，交通广
播那些经典的节目一路伴着听众前

进，风雨无阻。

1991 年 9 月 30 日早上 7 时，
中国第一家交通广播电台———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台正式开
播。随后几个月内，北京、成都、南京

等几十个城市的交通广播此起彼
伏、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上

海交通广播的 30年，就是中国交通

广播的 30年。今天的这场 16个小

时大直播紧紧围绕“情怀”这个主题
展开，全天节目分为“致敬”“经典”

“传承”三大篇章。
30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

通信息台开播时，只有 5个采编播
人员，条件简陋，也没有可以借鉴的

经验和模板。交通广播的创业者们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迎难而上，

埋头苦干，硬是把没有先例的交通
专业电台办得风生水起。30年来，

一茬茬上海交通广播人接续奋斗，
陪着观众一路成长。

如今，上海交通广播及时推出更
贴近社会、贴近听众、贴近实际的服

务类节目 3.0升级版———《1057大家

帮》，倡导大家帮大家，努力营造“一

人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暖流。节目
播出 7年多来，抗战老兵失联 62年

的儿子找到了，出租汽车驾驶员、白
血病患儿、脑瘫少年、熊猫血宝宝、

命悬一线的肝移植女孩……许许多
多生命得救了，连 1599棵古树名木

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救助。依托

《1057大家帮》节目，上海交通广播
还设立了“大家帮志愿者基金”，同

时建立了一支由社会各界 400多位
代表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帮帮团，

被网友盛赞为“爱上海的 100个理由
之一”。

中国交通广播诞生 30 年

上海交通广播今推出16小时大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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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赴红楼
同享梦幻
越剧《红楼梦》开启驻场演出
“在固定的剧场连续驻场，是我们几代越剧人的梦想，如

今终于实现了！”这是上海越剧院王派名家王志萍的心声，也
是上海越剧人的心声。昨晚，上海越剧院在宛平剧院开启了
2021-2022 越剧《红楼梦》驻演首轮演出季，至明年 2 月底
共 20场。剧场大厅内如梦似幻的“太虚幻境”沉浸式场景，让
首批观众尚未走进观众席就已经入了戏。

盛会
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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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前，越剧徐派小生名家钱

惠丽拿着保鲜袋装的白煮蛋敲开

了化妆间的门，爱徒杨婷娜和王婉
娜一人一只。钱惠丽笑言：“上台前

补充体力，徐派小生不容易。”确
实，这出经典戏码已经屹立舞台超

过一甲子，经历了几代观众的检

验，唱作皆颇考验功力。小小鸡蛋，
承载着几代徐派传承人的情缘。

今年恰好是钱惠丽参演《红楼
梦》整 40年，总共出演超过千场，

她也成了很多观众心中最佳“宝哥
哥”的代表。钱惠丽回忆，当初她登

台的第一出戏就是《红楼梦》里的
《哭灵》，“这次也是演《哭灵》，好像

演艺生涯里的首尾呼应一样”。

昨晚上演的《红楼梦》是徐王
版，即徐玉兰和王文娟两大流派宗

师的传承版本，除了三位徐派小
生，还有三位王派花旦单仰萍、王

志萍、李旭丹。10月 1日、2日还有

徐派小生俞果和王派花旦忻雅琴

登场，后续还有尹袁版《红楼梦》。
不同的排列组合，让每一场演出都

有不同的体验。

磨炼新秀
这一次驻场版除了钱惠丽、单

仰萍、方亚芬、王志萍、陈颖、黄慧

等“黄金一代”组合，还有不同组合
的青年新秀。王志萍感慨：“以前我

们一年演 300场很平常，对现在的
青年演员来说很奢侈。”钱惠丽也

深有体会，40年一千多场的纪录，

让她比老师徐玉兰演得还多。
90后的“宝玉”王婉娜算了算，

这些年她总共演了五六十场《红楼
梦》，已经是同辈里的佼佼者。王志

萍以美国百老汇和日本宝冢等剧
场为例，谈到除了剧目本身的经典

魅力：“以后长三角观众想看越剧
好戏、看好角就来宛平剧院。”

以前上越红楼团在全国各地
演《红楼梦》，如今在上海可以驻场

演出，在钱惠丽看来，这么做对青

年演员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她们
可以在固定的剧场不停地磨炼，第

一天发现的问题，第二天就可以纠
正解决，长此以往，就会凝练成演

员的内功。

激活经典
资深越剧迷杨钜华坦言，自己

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越剧《红楼

梦》，那时候非常火爆，逢《红楼梦》
上演只能到剧场门口等退票。这些

年他追过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
这次再次吸引他走进剧场的正是

驻场的概念。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表示，
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如何让更多

年轻人、尤其是非越剧观众了解越
剧，使驻场演出更重要的意义，他

也发出热情邀约：“欢迎大家来宛
平剧院看绍兴戏，欢迎大家来感受

经典《红楼梦》的时尚。”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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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平庸就是失败！”带着

这个理念，始终求新、求变、求突破
的上海民族乐团，将更新《海上生

民乐》至 4.0版，携手凯迪

拉克 ·上海音乐厅开启国
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

乐》的驻演。10月 20日-

11月 11日，首轮演出将

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目标
100场。

国风音乐现场带给

你的是“穿越”的力量，
飞翔的翅膀。行走《山

水》觅知音；月下《酒歌》
思项羽；漫漫《丝路》见

天地之大美……上海民
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

“海派民乐三个关键词：
开放、多元、创新，充满

想象力，它和城市精神
一脉相承。”

《海上生民乐》的创
作灵感源于中国诗歌不

同的风格境界，八首风格
多元的原创海派民乐作

品连缀上演，或高古冲
淡、或雄浑劲健、或飘逸

旷达，呈现当代气质的诗
意境界，抒发情致、传达

气韵。
演出由《汲古》拉开

帷幕，骨笛、篪、竹笛、箫
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吹管
乐，讲述着音乐起源，亦是人类文

明的萌芽；手碟与尺八《水行》如潺
潺流水，歌颂着生命的智慧与想

象；《火舞》由不同民族的打击乐演
绎，擂鼓穿云，舞出生命的雄伟与

壮阔；筝独奏《墨戏》，行云流水间

展现中国水墨的酣畅淋漓；重奏

《山水》宛若林中君子，酣歌天地，
高蹈人间；琵琶与京剧《酒歌》诉不

尽英雄襟怀，红颜长歌；
唢呐与电声《超越》释放

国乐的摇滚范，想象超越
时空；演出由合奏《丝路》

压轴，琴音为羽翼，心驰

千里，大美无极！
《海上生民乐》打破

传统听觉疆界，光影视觉
突破镜框舞台形制，蔓延

至剧场空间，通过国乐、
光影、舞台空间的有机融

合，打造视听一体、多元
交融的立体呈现，掀起数

字时代的海派民乐新浪
潮。“所有的舞美手段、多

媒体技术、对情境的描
述、舞台幻觉的制造，是

为了让音乐展现自身的
魅力、体现海派民乐的动

人之处和特别之处。”导
演马俊丰表示。

这是一台音乐唱主
角的演出，舞台、灯光、多

媒体等视觉设计都在经
验之外充分发挥想象，结

合民族音乐的艺术特性
不断地试探和修改，力求

让观众看见古典又现代
的审美，看见不同空间中

音乐多样的可能性。
《海上生民乐》入驻 90岁的

上海音乐厅，亦是具有东方审美的
海派民乐，和欧式古典建筑的崭新

碰撞。《海上生民乐》无论从音乐还
是视觉上都将再次刷新大家对海

派民乐的认知。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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