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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轻音乐团的排练厅昨天飘出

《北风吹》动人的歌声——这是85岁

的歌唱家朱逢博，时隔20年，在《那一

抹心底的红》——“心慕手追”百年经

典红色文化音乐会排练之际，再次唱

响此曲。

这台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黄晓感

慨，这难能可贵的“现场教学”将他们带

回了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也促使他们思

考，如何把一首歌唱出自己的风格特

色：“我们希望可以传承中国歌剧中传

唱度极高的红色歌曲，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好声音。”这台音乐会将于15

日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举行，呈现的曲

目选自中国经典歌剧选段如《北风吹》

《绣红旗》《阳光大道》……这些歌曲都

随着朱逢博极具个人特色的深情演绎

而红遍大江南北。屠巴海认为：“朱逢

博总能站在听众的角度来审视一首歌

曲，要怎样唱才能拨动人的心弦，节奏

快慢的拿捏、咬字的重音在哪里，都细

细琢磨。而且她也很懂得和善于发挥

她音色中最美的那一部分，所以她唱的

歌一听就是她的味道。”

创团团长、艺术总监朱逢博和作

曲家屠巴海双双被邀请到排练厅是为

了请他们“把脉音乐会的排练成果”。

青年歌手们现场演绎了《北风吹》和

《绣红旗》，又央求朱逢博老师唱两句，

这才有了“现场示范”的场面。屠巴海

点评诚恳：“你们虽然声音都很好听，

但听起来还是有点‘城里的喜儿’的味

道，还需要深入了解故事背景，反复体

会人物的情感。”他表示，如今再来演

绎这样的红色歌曲，既为让这一代的

年轻观众留住红色记忆，也是让年轻

一代的音乐人能够在传承传统艺术的

基础上发挥时代的特性，用新时代的

音乐语汇让年轻人有机会去了解和爱

上经典的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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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卜生名作《海上夫人》改编的同名舞剧昨晚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这是王亚彬又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
剧中凝结了她对文本的思考，以及对肢体语言传达文学精神的又
一次探索。
一周前，由芭蕾名家谭元元担任艺术总监，上演了舞剧《白

蛇》。这部汇聚各国艺术家的作品，将中国民间传奇重新架构，游
离于现实和意识之间，让人耳目一新。而下周日，由“上芭一哥”吴
虎生担任编导的《大地之光》也将破土而出，以希望之光礼赞生命。

朱逢博“现场教学”
再唱《北风吹》

舞而优则导，中生代舞蹈家纷纷

步入台前幕后双轨并行的艺术人生，

他们用各自对生命的理解、对文学的

思考、对梦想的追寻来拓展舞蹈的外

延、延续舞台生命，也让观众看到舞蹈

带来的无限可能。

以文学开路
《海上夫人》是王亚彬的又一次探

索。要如何将易卜生的话剧，以不擅

长叙事的舞剧来表现，她心中有一杆

秤。先删减了枝蔓型人物：“舞剧长于

抒情，不适合太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

物关系的表达，从文本到舞剧呈现要

‘不变形’，最重要的是熟读文本，保留

精神，找到不同的视点。”大学时两门

关于文学的选修课为王亚彬打开了一

扇门：“中西文学比较和西方现代派小

说为我积累了很多文学素材，也保留

了读书的习惯。”

在擅长用肢体说话的舞者中，王亚

彬是为数不多的健谈者，在2015年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推介会上，她面对

来自全球的演出经纪人侃侃而谈，讲述

《青衣》的特点。而这部具有鲜明中国

标识、富含传统元素的作品，无论走到

哪里都能让人看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表

达，在以色列有观众看得泪流满

面，激动地说：“一看这部

作品就是来自中

国，这部舞蹈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王亚彬时常被英国国家芭蕾舞

团、美国舞蹈节委约创作，其作品还得

过奥利弗奖。她总结原因：“眼界很重

要。”她为“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定下创

作原则——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

事，以中国元素呈现世界故事。

和时间赛跑
都说芭蕾舞演员是在和时间赛

跑，此话不假。年轻时，为练就扎实基

本功、提升技艺、培养肌肉记忆，几乎

日日泡在练功房。总算能将芭蕾技艺

化入骨血了，眼看就到了艺术生涯的

临界点。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曾

这样感叹：“芭蕾舞演员最黄金的年龄

也就25岁到35岁短短10年，这时他们

的技艺日渐完善又能自如地掌控身

体，而随着人的成熟，也能将对生命的

感悟融入舞蹈中。”

吴虎生尝试编导就是在临界点，

从《难说再见》中“脚踩荆棘、仰望星

空”到如今即将捧出的新作《大地之

光》，他总能将对身边事物细致入微的

观察编入舞中。《大地之光》聚焦“希

望”，讲述了一个生于混沌之境的“逐

光者”为改善境遇而追逐“光”、播种

“光”、最终成为“光”的故事，赞扬生命

在深陷困境时的无畏、不屈与顽强。

如今的吴虎生不仅是上芭首席主

要演员，更肩负着艺术创作部主任的重

担，他编创作品，也为伙伴们挖掘题材。

他的编创总是从音乐开始，“音乐是舞蹈

的灵魂。这次作品的灵感就源自德彪西

的《月光》。”此外，还选用了贝多芬《月

光》第三乐章，两位大师同一主题的作品

通过芭蕾进行链接，有点意思。

无独有偶，坚称要跳到50岁的谭

元元，从《小美人鱼》开始从古典芭蕾

转向现代芭蕾的探索，而参与编导的

作品则有串起名画的《美术馆奇妙夜》

以及聚焦传统题材现代表达的舞剧

《白蛇》。担任《白蛇》艺术总监，她是为

圆一个梦。“我始终相信，白蛇的心里住

着一条青蛇，她们看似两类，实则‘两面

一体’，敢爱敢恨、任性洒脱，青蛇就

是白蛇没能做成的自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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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疫情期间清晨录下

的鸟鸣声，唤醒了青年钢琴家

俞湘君首创的“钢琴超媒体”

系列音乐会彼岸4.0的第一

声。11日、12日晚，彼岸4.0

音乐会亮相YOUNG剧场，以

钢琴与视觉艺术联动的方式，

带领观众在音乐中游历乡村、

旷野、树林、山川，沉浸于四季

风景的交替轮回，一起仰望星

空，聆听天籁鸟鸣。

演出挑选的钢琴作品涵

盖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背景。

约翰 ·凯奇的《4’33”》是一部

当代音乐的划时代作品——

这部作品，就是一个长达4分

33秒的休止符，无声，钢琴家

坐在钢琴前，不弹。选择这样

一部作品上演，新媒体艺术总

监达彦表示，用这样戏谑、幽

默、有点强制的方式，是希望

观众可以用心地去聆听周遭

的声音，哪怕是噪音。视觉

上，观众看到了非常丰富的鸟类影

像，它们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过去十

年收集的鸟类爱好者拍摄的城市鸟

类视频，4分33秒的时间码，被很强调

地放在画面中央（见上图）。
46段鸟类视频画面，在达彦的数

字化处理后随机播放，由现场的声音

决定它们哪一段会被率先放出来。

而且画面会和声音产生互动，如果现

场出现了声音，鸟类的画面就会变得

浑浊而模糊，如果现场非常安静，那

么画面也会更加清晰。《4’33”》

无声的三个乐章，由俞湘君通

过开合钢琴盖来完成乐章的

转换，而琴键，始终未曾动过。

由作曲家秦毅创作的

《META鸟歌》紧随着无声的乐

章上演，作品由真实的鸟鸣及

与其有数据映射关系的钢琴声

引入。随之，通过智能技术分

析、合成的人工鸟鸣逐渐占满

整个声音空间。钢琴家的音乐

呼吸与纯机器算法生成的

“META鸟歌”最终取代了来自

真实世界的鸟鸣。秦毅意在以

此隐喻人类对于新技术的狂热

追求及对于自然本源的追问。

顺应真实的鸟鸣声，达彦用AI

技术打造出了虚幻的视觉形

象，鸟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幻，最

后以唯美的意境收尾。

法国作曲家梅西安不仅

是音乐家，还是一位鸟类学

家，在他的《前奏曲》系列曲目

中，观众开始感受到《鸽子》《不可触

及的梦中之声》《风的倒影》，待到演

奏到《鸟鸣集》，影像延续了真实的鸟

类影像与AI鸟类的形象，并加入了

手势，随着音乐的演奏，好像有一只

手在扰动画面中鸟的形象。曲目结

束后，神秘嘉宾——一只机械鸟会从

舞台上飞过，金属的身形闪闪发光，

翅膀抖动的时候有一种科技的梦幻

感……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