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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上海名家名团纷纷筹划“出海”

身临其境感受“雅韵千秋”，“声临其境”

了解百戏之祖，“深临其境”探寻中国传统戏

曲的博大精深……近日，“雅韵千秋——俞

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和“戏曲人物画展”

正在上海松江云间会堂艺术中心四楼展厅展

出。来自松江10所学校的900余名学生将分

批前来观展，近距离感受中国古老戏曲魅力

的同时，也通过好听、好看、好玩的展览开启

昆曲第一课。

学生当上讲解员
和以往学生观展由学校组织、统一听讲

不同，这次前来观展的学生不但被提前普及

了昆曲知识，每个学校更需选派5名学生参与

培训，成为“现场讲解员”。

“俞振飞作为我国著名京昆大家和戏曲

教育家，原籍松江、是地道的松江人。在长

达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造了数以百计的

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儒雅、秀逸、富

于书卷气的‘俞派’风格。”来自上海市松江区

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五年级的范铭涵为了能

当好“小小讲解员”突击培训了一个周末，他

的讲解稿有整整一页A4纸。

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七年

级的赖一凡细致又不乏幽默感的讲解甚至吸

引了展厅中的其他“散客”。负责第一部分讲

解的他很有使命感，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

稳定，第一部分很重要，既要让同学们对俞振

飞大师和昆曲有基本的了解，也要说得引人入

胜，这样大家才更有兴趣投入到观展中。”

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昆曲，但范铭涵坦

言，通过培训和讲解慢慢走入这个相对陌生

却又唯美的世界。赖一凡也表示：“昆曲和京

剧都是中国戏曲的一种，但无论是唱腔还是

表演，它们都很不一样。我之前听过京剧，昆

曲的话感觉节奏更慢一点，但我们都觉得它

很美。”

课堂搬到展厅里
“雅韵千秋——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

展”由“昆曲简介”“昆曲正宗”“下海从艺”“承

前启后”“大师流芳”五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

俞振飞多彩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昆曲、京剧

事业的守正创新，培养戏曲接班人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展览充分运用当代数字科技手

段，在展厅中设置多个AR增强现实装置、幻

影成像装置、声音影像艺术档案等。

将课堂搬到展厅是“俞振飞展”来到松江

后和周边学校携手拓展美育的一次尝试。为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上海

艺术研究中心提前为“小小讲解员”准备了系

统细致的培训课程，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

中心编辑裘晔鸣负责培训。

为期两天半的培训课程，讲解员们要背

下所有讲解词，还要对昆曲唱腔和表演有基

本认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观展过程中化

被动为主动，会听也要能讲。”裘晔鸣希望孩

子们不但能身临其境去听老唱片、看表演视

频、感受昆曲之美，也能“声临其境”用自己

的语言将他们感悟的美说给同学听，更能“深

临其境”对中国戏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深

入思考。

据悉，“雅韵千秋——俞振飞诞辰120周

年纪念展”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

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之根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共同主办。 本报记者 朱渊

昆曲有多美？我讲给你听

如何用“上海制造”让世界经典再添

光彩、重焕青春？上芭的经典版《天鹅

湖》提供了一种思路。

首先，编导德里克 ·迪恩是根据舞团

梯队完整等特点为其度身定制的，48只

天鹅组成的“天鹅海洋”齐齐振翅时的那

种美，用视觉冲击带来了新的体验。其

次，探索商演营销模式。上芭带着《天鹅

湖》“出海”，不仅为打品牌，也要占市

场。近年来，“天鹅军团”所到之处，都能

在城市地标建筑前看见她们的身影。演

出未启、海报先行。维也纳的美术馆、比

利时的老火车站都曾留下“天鹅军团”的

足迹，这些精美的海报被挂在演出城市

的最显眼位置，让游客们驻足流连、拍照

发圈，在演出之前就收割了一波粉丝。

上芭此次“出海”，也和老搭档——

多次负责上芭欧巡的荷兰星尘（Stardust）

演出公司的努力密不可分。这场延期了

三年的演出，因为该公司的锲而不舍，方

能在第一时间成行。“他们一直和我们团

保持着联系，每半年都要来问一次，你们

什么时候能去荷兰演出了？”团长辛丽丽

感慨。演出公司能有这样的毅力和韧性，

说到底还是看中上海制造的品牌效应，院

团本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当然，这也激励

着院团要不断自我提升，努力创作，争取

带着更多好作品走向世界。 朱渊

曾在德国、比利时、维也纳等地掀起观
演热潮的“天鹅军团”将再度扬帆启航，赴荷
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四城巡演。昨日刚
刚完成新版歌剧《托斯卡》的上海歌剧院院
长、指挥家、钢琴家许忠，又将踏上新征途，
将在巴黎爱乐大厅举行音乐会，为法国观众
带去久违的“中国之声”。此外，正蓬勃发展
的中国音乐剧也迎来了首部“出海”作品，由
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
《翻国王棋》，日前被韩国音乐剧制作公司看
中，以版权输出的方式推向韩国音乐剧市场。
名家、名团、名作……春暖花开之际，

“上海文化名牌”纷纷受邀“出海”，既让人
们看到申城演艺市场的勃勃生机，也看到
了上海品牌在世界舞台的号召力。

观“俞振飞展”开启昆曲第一课

伍

“天鹅”再度振翅
“虹桥”连接世界

“天鹅军团”飞向世界
经典版《天鹅湖》由世界知名芭蕾编导德里

克 ·迪恩为上芭量身打造。在他的艺术构思下，

“白色天鹅”的数量从24只增加到48只，并独创

“天鹅海洋”，视觉效果唯美震撼。这部作品曾在

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巡演，所到之处

无不引发观剧热潮。喜爱芭蕾的人们甚至跨越几

座城市而来，只为一睹“天鹅军团”展翅的震撼。

2020年1月17日至19日，上海芭蕾舞团携

经典版《天鹅湖》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连演四

场。三年后的2023年，经典版《天鹅湖》作为上

芭最受海外观众欢迎的一张名片，将再次走出国

门。

今年赴荷兰四城巡演，并非上海芭蕾舞团首

度造访荷兰。2015年至2019年间，上海芭蕾舞

团曾三度出访荷兰，2017年，经典版《天鹅湖》更

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卡雷剧院驻场演出19场，创

下了这座拥有130年历史剧院的古典剧目驻场

演出纪录。正是源于“上海品牌”的市场号召力，

才有了这第四次荷兰行。

此次出访，上芭不仅有首席明星吴虎生、主

要演员戚冰雪这对深受荷兰观众喜爱的主演搭

档，还有主要演员涂瀚彬、独舞演员冯子纯、独舞

演员许靖昆等担任主演。为了加强同行间的交

流和切磋，上芭还将邀请来自英国皇家芭蕾舞

团、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

的明星演员共同参与演出。

指挥棒划出“虹桥”
2022年12月15日晚，凭借杰出的音乐

造诣以及对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指挥

家、钢琴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被法国政府

授予“法国文学与艺术军官勋章”。

在线下对外文化交流恢复的第一时间，

许忠就受邀前往巴黎举行音乐会，也证明了

世界对中国艺术家的期待。这场音乐会的曲

目安排很丰富，观众既可以欣赏到娜塔莉亚 ·

米尔斯坦和万捷旎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

曲，以及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也能

聆听到中国当代作品——中国作曲家陈其钢

创作的《五行》。

通过自身影响力，传播“中国之声”始终

是包括许忠在内的中国艺术家的使命。在不

久之前，许忠刚为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舞剧

《白蛇》创作了音乐。在他看来：“艺术没有国

界，用音乐体现‘共同家园’，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他表示，愿意用指挥棒划出“虹桥”，让

更多中国好音乐、好歌剧登上国际舞台。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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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芭在荷兰

阿姆斯特丹皇家

卡雷剧院外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