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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日前在沪启动，向海

内外青年艺术家递送“橄榄枝”——邀请

百位艺术人才体验上海、驻扎上海，并进

行艺术创作，创作成果将以展览形式推向

海内外。

此项“驻留计划”为期5年，面向全

球招募100位具有创见力的青年艺术

家，开启国际国内双向驻留之旅。驻留

期间，艺术家将以上海之根——松江为

生活和工作的圆心，在松江云堡未来市

享用工作室和住宿配套。中国历史上有

许多艺术家，如苏东坡、黄公望、张大千

等，都曾经在云间（上海松江古称）“驻

留”过，留下过被后人传诵的诗文和超越

时代的绘画佳作。明代松江地区更是孕

育出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

“驻留计划”由上海艺术

百代美术馆主办，得到松江

区文旅局特别支持。有3

年以上艺术创作经验、

具有突破性实践的

青年艺术家均可

申请。除了提

供创作、生活

空 间 ，主

办方还将

协助艺术家

举办展览、沙龙等一系

列活动。

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感受温度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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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谱“爱之交响”

自94岁的吕其明为本届“上海之春”开幕
式全新打磨了钢琴与乐队版的《红旗颂》之后，
昨天99岁的曹鹏执棒“爱在春天”，前天91岁
的何占豪为“筝童”谱新曲。“90后”的他们活跃
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为新人保驾护航，为
新作笔耕不辍。

昨天，东方艺术中心因为一场“爱在春天”的
交响音乐会而沸腾。演出临近尾声，99岁的曹
鹏在热烈而绵长的掌声中缓步登台，指挥了节奏
欢快的《号手的假日》《法兰多拉舞曲》，还有他改
编的洋溢着生命热烈的《龙舌兰》（见下图）。

前晚，“丹心芬芳”何占豪古筝重奏作品专
场音乐会上“四代同堂”，音乐会上演绎的12

首作品大多旋律动听、深入浅出，91岁的何占
豪登台指挥筝独奏和筝乐队协奏《梁祝》。

范派名家韩婷婷邀你一起来坐坐

“越空间”家门口的小舞台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

柳。”越剧范派唱腔的韵味悠长，让人们

重温“陆游与唐琬”的爱情传奇。以“人

民城市，人人出彩”为主题的上海市民

文化节“城市美育日”日前开启，闵行人

也迎来一方“家门口的小舞台”。越剧

范派名家韩婷婷的“新虹 ·越空间”就落

户在此，这也是新虹街道首个戏曲艺术

空间。

今后，新虹社区及周边的市民、白

领不但能近水楼台感受越剧

魅力，还能看到京剧、昆剧、沪

剧、淮剧、评弹等领域的名家

轮番亮相。此外，形式各异的

迷你儿童剧和小剧场音乐剧鉴

赏活动也将陆续展开。韩婷婷

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空间，而是

老百姓家门口的艺术据点，欢迎大

家有空来坐坐。”

已届退休之龄再出发，韩婷婷坦

言是老师——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

多年前的一句话鼓舞了她。1991年，上

海文艺界举行赈灾义演，在后台范瑞娟

对她说：“我辈中人，当为时代先锋！”今

年是范瑞娟一百周年诞辰，韩婷婷愿意

如老师所期待的那样，投身新时代的文

艺工作，打造新虹艺委会，以新质文化

打造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揭牌仪式后，首场“文创名家沙龙”

拉开帷幕，艺术家纷纷就“如何将优质

传统文化艺术辐射社区”这一课题畅谈

感受。坚持“一生只写老百姓能听懂的

音乐”的何占豪和戏曲有着很深的渊

源，他说：“流派是演员根据剧情需要和

自身嗓音条件而逐渐形成。戏曲的守

正创新，就是要在保留戏曲传统的同

时，根据人物和演员自身特色来创新，

才能让曲和唱达到最完美的贴合。”

韩婷婷的很多作品都出自何占豪

之手，包括此前的《沈园绝唱》以及在当

时体裁极为大胆的越剧《三世情缘》。

凭借《三世情缘》，30年前她就获得了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回

想当初的创新也并非没有阻力，她说：

“演完《三世情缘》，散场时就有戏迷围

住了何占豪，直言唱腔好像不够范派。

何老师气定神闲地问，那你们觉得好听

吗？戏迷实事求是说，好听是蛮好听

的。这就是他的功力。”

同样，上海人熟悉的“阿德哥”毛猛

达和老搭档沈荣海在退休后迎来事业

又一高峰，聚焦上海老百姓衣食住行的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从百年兰心出

发，立足中国大戏院演出逾150场，是

“上海演艺大世界”首部驻场演出剧目，

“每月一约”延续至今，已成为申城演艺

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文创名家沙龙”之外，“新虹 ·越

空间”还将陆续推出送戏曲进商务区、

艺术教育大众化等戏曲推广项目。专

业艺术家的加入，结合剧本朗诵、导赏

赏析、戏曲体验等具有时尚气息的活动

形式，孕育具有“烟火气”的美育项目，

吸引商务区白领、社区居民参与其中感

受戏曲文化魅力。

据悉，此次活动由闵行区委宣传部

指导，新虹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

揭牌仪式由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蔡

金萍主持。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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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占豪（左二）与“丹心芬芳”
演出当晚最小的演员交流

▼ 吕其明出席本届“上
海之春”开幕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教“星星的孩子”演奏
《爱在春天——曹鹏爷爷和他的孩子

们》交响音乐会由曹鹏、黄鹏飞指挥，上海

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天使知音沙龙的孩

子共组乐队，用管乐队合奏、弦乐队合奏、

钢琴独奏、管乐五重奏、交响乐以及舞蹈等

多种形式谱写一曲“爱之交响”。

7岁的张韵楠以一曲钢琴独奏《浏阳

河》赢得掌声，她和陈正桐还合作了《让我

们荡起双桨》。来自上海黄浦区美爱融合

艺术公益发展中心的盲童用歌声唱出了他

们心中的世界，尤其是郦敏忠演唱的音乐

剧《变身怪医》中文版选段《就在这瞬间》，

天籁般的嗓音和极具爆发力的演绎让观众

为之赞叹。

这不是“星星的孩子”第一次登上“上

海之春”的舞台。2021年5月10日晚，在第

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曹鹏

被授予组委会颁发的“特别荣誉奖”。接过

奖杯的他仍不忘为“星星的孩子”发声，希

望“上海之春”能为这些孩子留一方舞台。

连续两年，“上海之春”都能看到来自天

使知音沙龙的孩子们的表演。昨天，问起曹

爷爷举办音乐会的感想，他笑说：“感谢‘上海

之春’让我圆梦。”他呼吁社会各界要给予“星

星的孩子”更多的关怀，至于他自己，他说：

“只要大家还需要我、用得着我，尽管用。”

为孩子改编古筝作品
今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

台》首演65周年，前晚“丹心芬芳”的舞台

上，何占豪执棒、古筝演奏家宋小璐和青年

古筝演奏家陈蓓萱领奏玉兰筝团，演绎了

压轴曲目——筝独奏和筝乐队协奏《梁

祝》，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大约10年前，何占豪发现，古筝爱好

者和学习者日渐增多，但适合青少年练习

和演奏的古琴曲却不多，因而他有意识地

专门为孩子改编、创作了一批作品。在前

晚的古筝作品音乐会中，12首曲目大多

为少年儿童和青年古筝爱好者创作。

演出中，年龄最小的孩

子叫王繁露，来自闵行区田

园第二外语实验小学

“筝心真艺”筝

团。排练时，何占豪抓紧机会“市场调

研”，问她喜欢这次音乐会的哪支曲子？

她想了一想认真答道：“《映山红》很好听，

但有一点难，我练了两三个月。还有大姐

姐们弹的《茉莉芬芳》《梁祝》我也喜欢。”

何占豪赶忙鼓励道：“那好，你加油，下次

我来看你弹。”

说起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关系，何占豪

说：“我这一生写过很多作品，有些人弹着

弹着就成名了，还有一些获得了一时的成

功却没能长久。作曲家就像托起风筝的那

阵风，风筝起飞时，我们托举，等它到了天

空中，还是要凭借自己扎实的基本功

才能飞得高、飞得远。”他说，愿意做那

阵风，托起风筝、放飞希望。

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