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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溢出效应
街头巷尾洋溢着“春”之气息，“上

海之春”让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一个巨大

的舞台，随处可闻“春之声”。

本届“上海之春”的触角延伸更为广

泛，第六届国际手风琴文化艺术节暨

2024上海国际手风琴艺术周就以愚园路

专场音乐会启动，悠扬的手风琴声率先

从愚园路市集传出，舒缓的音乐在老洋

房内外“绕梁”，让年轻人纷纷驻足欣赏。

穿着马面裙的青年手风琴演奏家和

小提琴演奏家一边演奏，一边前行，引领

着人流缓缓向前，如同一场流动的音乐

会，为本就是网红地标的愚园路更添浪

漫。有才上完课的琴童背着琴盒路过，

羡慕地对妈妈说：“等我这个曲子学会

了，我也要在马路上拉给这么多人听。”

手风琴文化艺术节开幕演出在上

生 ·新所海军俱乐部演艺新空间内举

行，外场的建筑墙面上的LED大屏直播

内场的盛况，没能进入内场的人们沿阶

而坐，既能感受春风拂面，也能享受这

音乐交织着光影的流动盛宴。

14岁的波黑年轻手风琴演奏家乔

尔杰 ·佩里奇是这方舞台年龄最小的演

奏家，被乐迷亲切唤为“小孩哥”的他以

一曲《马其顿之歌》迎来掌声和喝彩。

这是他首度亮相“上海之春”，让他印象

最深的倒不是这些台上的演出，而是深

入愚园路弄堂、黄金城道街区的表演。

尤其是那场在闵行区实验小学的互动，

他说：“我们在紫藤花下拉手风琴，和我

一同演奏的孩子没比我小几岁，但他们

的水平却很高。尤其是一年级的小朋

友，他们只经过了五个月的训练，就把

曲子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棒。”

为新城“引流”
今晚，中国第一部以国家级非遗项

目“广东醒狮”为主题的大型民族舞剧

《醒 ·狮》将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上

演。伴随演出而来的，还有一场免费对

外开放的非遗活动——演出前，在剧场

前厅，来自奉贤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奉

贤滚灯”传承人将和舞剧中的“醒狮”高

手现场切磋，这场特别的表演还邀得奉

贤区级非遗项目“庄行小青龙”的舞龙

队一起来助阵。

作为“荷花奖”获奖剧目，《醒 ·狮》

每次上演都一票难求，此次亮相“上海

之春”也让奉贤新城的居民感受到“家

门口”的福利。与此同时，上海的另一

边，临港演艺中心也将迎来大咖——男

高音歌唱家韩蓬的独唱音乐会。随着

越来越多重量级演出被搬到新城的舞

台，嗅觉敏锐的乐迷、舞迷也感受到了

“跨区域捡漏”的快乐。

《醒 ·狮》来上海演过多次，但几乎

每次票都很抢手。对座位有要求的舞

迷刘小姐说：“这么燃的舞剧，我想坐近

些感受那种氛围。我在九棵树剧场抢

到了好票子。”

早些年在临港置房的吴梅珍如今

去那里度周末的频率明显升高，她年少

时酷爱唱唱跳跳，现在还找了老师学声

乐，得知临港演艺中心即将迎来男高音

歌唱家韩蓬的独唱音乐会，她早早买了

票约了小姊妹“滴水湖二日游”，晚上的

重头戏当然就是听音乐会。

今晚，《“蓬荜聲辉”韩蓬上海独唱音

乐会》特邀钢琴家金麦克以及刘涛、李佳

蔚、沈佳瑜、彭楒然等青年歌唱家助阵。

音乐会上，韩蓬不仅会带来轻歌剧《微笑

王国》选段《你是我心中的挚爱》、歌剧

《托斯卡》选段《星光灿烂》等观众耳熟能

详的经典歌剧选段，也将演唱如《九儿》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两地曲》等优美

的中国传统歌曲和民歌。他的歌声激昂

高亢，穿透力极强，一直颇受欢迎。

优秀演出总能为新城“引流”。九

棵树剧院总经理陈西加告诉记者：“我

们这里有重磅演出的时候，周边酒店、

餐馆客流量都会跟着上升，尤其遇上周

末，我都会和相熟的小伙伴提前‘预

警’——酒店或是民宿都要提早订。”九

棵树距离市中心也就车驾1小时路程，

但更多人选择来观剧的同时会享受难

得的休闲周末，这也是市民对文旅融合

的新需求。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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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今年是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首

演60周年，今天，这部上海芭蕾舞团的

“传家宝”将再度登上“上海之春”的舞

台，献演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白毛女》标志

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从1964

年至今，该剧已传承到‘第九代’，此次亮

相的‘喜儿’‘大春’等只有20岁出头，他

们将赋予这部经典崭新的生命力。”

演出期间，《白毛女》60周年主题

图片展也将展出珍贵的历史影像，带

领新老观众一同见证这部舞剧问世以

来的辉煌历程，领略西方芭蕾艺术与

中国民族风格完美结合的红色经典。

初心与决心
一个甲子前，《白毛女》诞生在第

五届“上海之春”的舞台上，是最早以

芭蕾这一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中

国人的芭蕾舞剧之一。作品在运用外

来芭蕾语汇的同时，借鉴了大量的民

族民间舞、传统戏曲以及武术等素材，

同时将现实与浪漫完美结合。

音乐上保留了原歌剧中“北风吹”

“扎红头绳”等曲目，还吸收了河北梆

子、山西梆子素材，采用了管弦乐与民

族乐器相结合的形式，使舞剧富有鲜

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感，一直

深深吸引着广大观众。

跨越60载春秋，《白毛女》依旧焕

发着蓬勃的生命力，海内外演出总场

次已超2000场。这部讲述发生在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

民间传说故事，用真实的历史和浪漫

的情感感染了几代中国人。1994年该

剧被文化部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

蹈经典评比展演经典奖”。

“《白毛女》的传承不仅仅是舞剧

本身，更是一份初心的坚守、一种精神

的延续、一份责任的担当。”辛丽丽

说，在上海芭蕾舞团，每一代首席和主

要演员都是从饰演“大春”“喜儿”开始

的。这部作品是“试金石”也是“炼金

石”。用优秀的演员传承经典的作品，

再用经典的作品培养、熏陶每一代演

员，成为上海芭蕾舞团的优良传统。

匠心与恒心
此次《白毛女》青春版演出中，饰

演三位主角的许靖昆、冯子纯、郭文槿

均不满25岁，他们通过对《白毛女》的

演绎展现青春与激情，在新时代不断

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每当跳起《白毛女》，郭文槿都被深深

感动着，她说：“这部作品凝结着上芭

几代人的心血，也是上芭精神的传

承。”冯子纯说：“最有挑战的是情绪上

的转变，喜儿从大喜到大悲，如何精准

传递她的情感变化很考验人。”

昨天下午，第一代“大春”扮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凌桂

明特地来到排练厅，给年轻演员把关，

要求他们“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要

像雕塑般精准”。在他看来，现在的演

员技术不断在提高，已经超出他们当

年的水平，但不足之处在于距离剧中

的年代太远，“人物塑造要从生活中

来，光动作准确是不够的，要深入那个

年代去理解那一代人的情感，才能把

角色在舞台上立起来。”

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从“上海

之春”出发，走遍大江南北，登上国际

舞台，筚路蓝缕，最终积淀成上海这座

城市的红色“家底”。“感谢前辈为我们

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感谢广大观众

对中国原创芭蕾作品的支持与厚爱。”

辛丽丽表示，“上海芭蕾舞团始终以

《白毛女》为荣耀，我们将努力保护和

传承这一舞台经典，并在新时代的创

作道路上坚守艺术血脉中的匠心与恒

心，走好为人民创作的路。向经典致

敬！祝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六

十周年庆典演出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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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

排演现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醒 ·狮》海报（局部）

■手风琴表演

艺术惠民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变的追求。此次音乐节不但将许多优秀剧目带到上海周边

剧场，还联合市民文化节在五个新城开展贴近大众的展评展演、讲座沙龙等活动，并组织艺术家和

志愿者以不同主题的“音乐快闪”，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这方聚焦名家名团、主推新人

新作的舞台延伸到各个角落，营造全城爱乐氛围，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音乐节。

没有围墙的音乐节

  岁的《白毛女》
传承经典

第九代“大春”“喜儿”今天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