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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将于本周末拉开帷幕，为

了让更多市民共沐艺术的春天，“上

海之春”推出一系列公益票、折扣

票。目前，已有20多场主体演出的公

益票进行线上发售。

为期近一月的音乐节将举办66

台主体演出，包括57台音乐演出、9

台舞蹈演出，其中24台国际交流演出

更是创下历届数量之最。云集大师

经典与新人新作之外，音乐节还将举

行10项专项主题活动，包括2项节中

节、3项征集活动、5项教育成果展示

及丰富多彩的展演活动。

首批上线的公益票包含不少热

门演出。现代舞剧《双重谋杀》由编

舞家赫法什 ·谢克特操刀，以独特视

角和创新手法，将两部风格迥异的篇

章——《小丑》《重生之路》巧妙串联，

探讨社会的裂痕和人类的血脉相

连。为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而特别

策划的《邂逅印象与浪漫》吉他主题

音乐会，集结中外艺术家，他们将把

西方古典吉他与中国传统音乐相融

合，用吉他致敬中国传统文化。

此外，“海上筝声”古筝作品音乐

会力推新人，9位演奏者平均年龄30

岁出头，将演绎何占豪、顾冠仁、周

成龙、王建民、罗小慈、李渊清、李

磊、赵墨佳、邓翊群上海老中青三代

作曲家于本世纪以来创作的古筝作

品，以此展示上海古筝作品近年来的

发展风貌。

艺术惠民是“上海之春”永恒

不变的基调。今年音乐节还将

在松江云间剧院、奉贤九棵树

艺术中心、临港演艺中心等

地举办惠民展演。此外，

还将组织功勋人物、最

美志愿者、消防救援

人员以及残障人

士等观摩。

本报讯（记者 吴翔）临港演艺中心启用一周年之际，即将开幕

的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将在这里上演包括“蓬荜声辉”男高

音歌唱家韩蓬上海独唱音乐会以及《时间的旋律》吉他与竖琴音乐会

等在内的多场精彩演出。从去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活动“春

之序曲 ·乐动临港”系列演出开始，临港演艺中心启用一年来，用120

场精彩演出吸引了近5万观众。这座剧院正成为临港这座“年轻的

城”的全新文化地标。

一年来，临港演艺中心给新片区的市民带去了丰富的文化大

餐。都市喜剧《宝兴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与上海戏曲艺术中

心旗下院团携手打造的“国潮九月临港戏曲风”系列演出、大型原创

音乐剧《伪装者》和音乐剧《爱情神话》、开心麻花系列演出、滴水湖新

年音乐会先后上演，掀起观演热潮。

舞台之外，临港演艺中心秉承“把门打开”的剧场运营理念，开展

各类“剧院开放日”活动30次。在谢晋诞辰百年纪念影展期间，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带来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看谢晋电影》专题讲

座，报名名额“秒空”。新的一年，临港演艺中心还在探索新的公益普

及和惠民方式，除了推出惠民专场演出之外，今年还将打造全新艺术

教育品牌“聆海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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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古时，人们将缥缈难抵的仙山唤为瀛

洲，上海崇明岛自诞生便有东海瀛洲之称。中国琵琶四大流派之一的“瀛洲

古调”，就孕育于这座“仙岛”，迄今有逾360年历史。

在文旅部上月公示的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55岁的

琵琶演奏家王臻赫然在列。作为这一古老琵琶流派当下唯一传人，谈及岌

岌可危的“瀛洲古调”，她神色凝重道：“‘瀛洲古调’的传承发展面临两大难

题，首先是古谱记载曲目亟待恢复，其次是人才断层、青黄不接。”因此，一时

一刻都不敢懈怠，“我现在天天锻炼，为尽可能延长职业生涯，留出时间来传

道授业、传承传播，让这一独特的琵琶流派‘益寿延年’。”

小曲大能量
“瀛洲古调”（即崇明派）琵琶艺术源自清朝康

熙年间。创始人贾公达师从明末清初北派琵琶大

师白在嵋，后经范正奎、李连城、宋楚玉等几代名

家的发展创新，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兼收南北琵琶演奏风格的同时，并蓄崇明岛风土乡

音，将“北派琵琶”之刚劲大气和“南派琵琶”之淳朴清

丽融为一体，浑然天成，韵味隽永。

王臻自5岁起跟随母亲——“瀛洲古调”琵琶传人殷荣

珠学习，记忆里尽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她至今记得妈妈教

给她的第一首古曲是《小月儿高》，那时她不过10岁光景，并不很明白所谓的流派，但却

被“古调”深深吸引：“古谱记载的作品篇幅短小但曲风轻快，弹来令人心生欢喜。”如今，

在练习那些气势恢宏的大作品感觉疲累时，她依旧会拿儿时的启蒙曲来解乏。

“瀛洲古调”琵琶讲究演奏指法“捻法疏而劲，轮法密而清”，主张“慢而不断，快而

不乱，雅正之乐，音不过高，节不可促”。轮指以“下出轮”见长，音色细腻柔和，善于表

现文静、典雅的情感，显现出闲适、纤巧的意趣。王臻说：“别看古调多为小曲，却极有

味道，就像入口生津、回味无穷的上海小菜，它描绘生活场景、传递自然气息，带给人

大大的正能量。”

留住原生态
尽管“瀛洲古调”派琵琶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但随着殷荣

珠等老一辈艺术家的离世，能够全面掌握和传承这种艺术形式的人才越来越少。目前，

仅王臻一人能够演奏全部古调，这为流派的传承带来巨大的压力。

整理恢复古曲、培养新生力量是面前最棘手的两大课题。王臻说：“‘瀛洲古调’

流传下来的古谱记载了45首曲子，但至今能在舞台上完整呈现的只有21首。”古曲的

恢复并不容易，它们有的

曲谱残缺，有的在技法上

存疑，恢复需要参考同时

期旁系琵琶分支的发展，

旁征博引、谨慎推敲，才

能无限接近古曲原貌。

此外，人才的青黄不

接是又一难关。学琵琶的

孩子虽多，但技法过硬的

凤毛麟角。传承“瀛洲古

调”既需扎实基本功，又要

耐得住寂寞。要吃透流派

技法，又不能太过“博采众

长”，否则容易“串味”。所

以即便收徒，王臻也是慎之又慎。如今，她有10多个徒弟，最小的10岁，最大的15岁，

她的计划是，“我教到70岁，哪怕最小的那个也有25岁了，把他们带出来，这样‘瀛洲古

调’就有了一批年轻的老师，可以再收更年轻的传人。”

所幸，如今这一古老琵琶流派的传承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今年开

始，上海音乐学院特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学生招生名额，让学生能够系统又长久

地学习这一琵琶艺术。王臻的琵琶艺术（瀛洲古调派）保护传承工作室5月将在上音

附中揭幕。她说：“作为国家级‘瀛洲古调’派琵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对于流派艺术

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创新，我义不容辞。”

古调焕新生
虽已有360岁“高龄”，从历史中走来的“瀛洲古调”，却从未故步自封、墨守成规，

一代代传承者在每个时代都为它留下了焕新的足迹。昨日的采访在排练间歇完成，

王臻忙着为学生排练即将参赛的曲目《飞花》。这首根据古曲改编的作品，运用了古

谱中的调式，却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加入现代作曲技法，90后作曲家王之弋为其

注入了年轻人的思考。

王臻创作的瀛洲古调组曲《日夜行》（暂名）也即将问世。此外，她挖掘、整理、恢复

的古曲《汉宫秋月》《三潭印月》也将收录在即将出版的“瀛洲古调”曲谱中。数十年教

龄，王臻清楚知道“古调”传承面临的困境：“现在时代不同了，再珍贵的技艺也需要结

合时代，才能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因而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倾听学生的心声。

最难得的是，即便工作繁重，她也没有被这份紧迫

感带偏了节奏。站在一旁，看王臻为学生示范《寒鹊争

梅》《狮子滚绣球》，都是得心应手的初级曲目，她却弹

得极为投入，忘情时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源自崇明岛

的“瀛洲古调”，讲究的就是一份松弛感，而烫着爆炸

头、穿着动漫T恤，却悠然自得地弹着古老琵琶曲的

她，仿佛让人看到了古调新生最美的样子。

本报记者 朱渊扫码赏乐

■ 王臻（右）授课全情投入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