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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社会 懂得取舍 学会坚持
即将升入五年级，面临着“还要

不要坚持学钢琴”的抉择，王唯心最

终在《彼得与狼》亲子音乐会中坚定

了初心。这场音乐会是“夏季梦

‘响’馄饨皮亲子艺术节”的重磅演

出，在短短两个周末，共有20场海

内外优秀儿童演出、工作坊，覆盖各

个年龄层的孩子。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钢琴，王

唯心刚刚考完六级，但越来越繁重

的学业让她对要不要继续有了犹

豫。学乐器很辛苦，王唯心妈妈并

不想强迫孩子为了坚持而坚持，她

说：“既然是兴趣，就要有内驱力。

当爱好和学业有冲突，我想让孩子

自己做决定，他们要懂得取舍，才能

坚持走下去。”

初段人生 乐人乐己
0岁的宝宝能不能听音乐会？

人生第一场音乐会能听到什么？在

上海这座艺术之城，每一个孩子都

能找到属于他们的“特别专场”。“馄

饨皮亲子艺术节”就为宝宝的初段

人生安排了沉浸互动古典音乐会

《海洋协奏曲》，用特别的语言向初

生的宝宝传递信息。

2岁的宝宝已能牙牙学语，也

会跟着节奏扭动身体。启蒙交响音

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

密计划》为宝宝开启古典“第一课”。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的《露台星

空间》同样是低龄宝宝也能拥有的

音乐会，面向5岁以上的所有孩

子。“大鲸鱼”在屋顶的观景平台搭

建全新的演艺舞台，打破台上台下

的距离，让宝贝们在音符流淌中跨

越时空次元、漫游山海丛林。

职业生涯 从“艺”出发
当然，剧场功能除了看表演、听

音乐，还能提供职业初体验。凯迪

拉克 ·上海音乐厅推出的“见习主理

人”职业体验，让小观众得以走入剧

场管理的核心，感受来音乐厅“上

班”，多有乐趣。三天的课程从学习

到实践，他们手持工作牌游走于这

座古老建筑，研究建筑美学和建筑

声学；跟着资深音乐制作人学习舞

台音响和录音编曲；而灯光影像课

则让孩子们惊呼舞台艺术的神奇。

喜欢魔术的悠悠在舞台灯光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魔力，他回到

家拿着手电筒就着家里的窗帘给外

婆演示，光要打在哪里才看不到后

面人换景。梦想当主持人的笑涵，

觉得以后当导游也不错，她已经能

熟门熟路地带表弟参观音乐厅了。

周舟会为学会制作乐器而兴奋，这

让他不但能享受音乐，也能知道音

乐的来处。

短短的职业体验，让剧场和孩

子的距离变得更近，就像是都市里

的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朱渊

“泡”在剧场
被艺术滋养的感觉真好

本报讯（记者 赵玥）从谢晋导演的经典电影

《舞台姐妹》，到越剧表演艺术家钱惠丽和单仰萍演

绎的越剧《舞台姐妹》，越剧姐妹花的故事一直为戏

迷念念不忘。昨前两晚，青春版越剧《舞台姐妹》在

天蟾逸夫舞台首演，成为越剧圈中的热事，台下除

了全国各地赶来看戏的观众，还有不少北京、上海

的戏曲名角儿、专家前来捧场。

过去数月，钱惠丽、单仰萍、许杰悉心传帮带，

原版编剧薛允璜、导演卢昂、作曲苏进邹、主胡徐延

安、舞美设计杨楚之等多次走进排练场把关，上海

越剧院第十代青年演员仔细学演，让观众重见这部

多年未演的好戏的光彩。

“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戏

里的唱词，也是越剧曾经面临的坎坷处境，听到这

样的唱词，钱惠丽很是感动，为越剧的前辈艺术家

当年的艺术精神而感动。

舞台上，陆志艳、忻雅琴作为单仰萍的学生先

后饰演竺春花一角，邢月红这个性格命运更为复杂

的角色由钱惠丽的学生俞果饰演。许杰这次负责

为冯军、张杨凯男等几位青年男演员说戏，他认为：

“通过这部戏学会如何塑造人物至关重要。”

台下的观众中，有不少是二十多年前看过钱惠

丽和单仰萍演绎版本的老戏迷，他们纷纷表示“服

装舞美都很还原，演员们演得清新自然。”“传承版

不只是卖情怀，更是青年演员学习成长的舞台，上

越后生可畏。”观众杜女士说，俞果的“白纸黑字字

字毒”，忻雅琴的“风一片、雪一片”，声音、神态都和

她们的老师那么像，“我眼前叠映出另两张面孔，她

们演绎着老师的传说，我们又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

看到了她们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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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观众带去如梦如幻的沉浸式

效果，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的追求。

今时今日，依托VR这一技术手段，

已可呈现跨越IMAX观影的“更沉

浸”效果。今年夏天，在上海试水的

两场VR展秀各有口碑，中国本土

创作的《北宋书家的人文之旅》，探

索人工智能协作艺术创作的可能

性，《消失的法老》在文旅消费领域

都有不俗表现。

上海图书馆东馆以“苏东坡的

艺术人生”为主题的VR项目开启

实验室内测。VR漫游互动游戏分

为四个场景，选择了苏东坡第一次

到西湖为官直到晚年在海南生活

的场景。观众跟随VR引领，与苏

轼一同经历了仕途起落的高山低

谷。从西湖春和景明，惬意山水，

到汴京黑暗中的沉寂，从黄州料峭

春风里的迷雾，再到灿烂星河下的

壮阔山河。最终，在岭南静看日光

破晓，只有当你置身于赤壁明月

下，才会生发出“大江东去，浪淘

尽”的感慨。

无独有偶，引进自巴黎的VR热

展“消失的法老——胡夫金字塔沉浸

式探索体验展”开拓了耳目一新的展

览体验——套上VR穿戴的上海观

众，会遇见一名虚拟导览，引导你走

进金字塔错综复杂的内部，探索4500

年前的文明。据介绍，展览数据基于

真实的金字塔内部和周围环境的实

地全息扫描，并在虚拟引擎上高精度

还原。与看电影坐在同一个点位不

同，《消失的法老》的观众可以在近千

平方米的展厅里边走边看。

比起《消失的法老》突出的娱乐

属性，中国本土设计师更承载起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场景中

的碑帖文物展示，每一件都考究出

处，厘清来源，和展厅中的实物展品

做好匹配。上海图书馆美术文献馆

的项目负责人黄薇告诉记者，与此

前的传统青绿山水风格不同，此次

VR场景取意工笔山水的细节，加入

了发光粒子等科技元素，营造了如

梦似幻的国风场景。

据悉，AI技术的发展有力地助

推了创作速度。最终，创作团队参

考了AI生成的画面进行数字创作，

并进行场景搭建。今后，上图东馆

的这个展览也可望容纳上百位参观

者同时“邂逅”大文豪苏东坡。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本报讯（记者 朱渊）观众热捧

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具有治愈力

的乌托邦之旅《来自远方》以及触动

当代人心中隐秘角落的《致埃文 ·汉

森》……昨晚，百老汇璀璨夜音乐剧

全明星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汇聚了詹 ·克莱拉、凯瑞 ·芮妮 ·福

勒、约瑟夫 ·莫拉莱斯、扎克瑞 ·诺

亚 ·派瑟等明星演员。同时也拉开

了上海大剧院25周年庆典季序幕。

音乐剧《来自远方》由伊恩 ·波

森和迈克尔 · 鲍尔创作，讲述了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

38架航班被迫降落在加拿大纽芬

兰岛上的一个小镇上，当地居民为

这些陌生人提供食宿和帮助的故

事。剧中饰演女机长贝弗利 ·巴斯

的克莱拉，因出色的唱腔和总是神

采奕奕的眼睛，被中国的音乐剧迷

亲切称为“金考拉”。

“现象级”音乐剧《汉密尔顿》用

说唱来演绎历史故事，精彩唱段

《MyShot》也掀起现场高潮。这部

于2016年就摘下16项托尼奖提名、

斩获了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11

个奖项的音乐剧是很多乐迷心中

“必看剧目”。

现场，关于史蒂芬 ·桑德海姆的

纪念环节也为观众们带来意外的惊

喜。此外，以女性视角诠释的《六皇

后》等作品是百老汇新一代剧目中

的缩影。

这台全明星音乐会一开票就

在音乐剧圈内获得很高关注度，演

出在周末三天连开六场，不少乐迷

表示：“很久没有看到原版的百老

汇经典GALA，能一口气听到那么

多经典唱段，这一晚的含金量还是

很高的。”

中外两场展秀打开展览新尝试

上海大剧院  周年庆典季拉开帷幕

眼看暑假“余额”不足，习惯“泡”在剧场里的小观众却仍依
依不舍。本周末，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将迎来暑期档最后一台周
末演出——《令人心动的夏日旅行》露台星空爵士音乐会。和
以往将暑假视作“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不同，随着美育理念的
普及，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利用长达两个月的假期，让孩子
“泡”在剧场里，被艺术滋养的感觉真好。

■ 馄饨皮亲子艺术节

■ 孩子们在音乐厅里感受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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