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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212年历史的意大利科莫歌剧院，日前迎来2024—
2025年春季演出季收官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

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廖昌永携手世界声乐合作钢琴艺术家

哈特穆特·霍尔，带来“中国之春：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中

国艺术歌曲音乐会”（见下图）。

科莫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歌剧院

之一，也被称为“小斯卡拉歌剧院”。这场精心策划的演出，

将 16首中国艺术歌曲化作流动的东方画卷，廖昌永醇厚的

男中音与霍尔的钢琴交融，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中西方文明

的音乐对话。

作为古典音乐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艺术歌曲在欧洲已有

近千年的历史。2021年，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联合编著

的《玫瑰三愿：中国艺术歌曲16首》，由全球最古老的音乐出

版社——德国大熊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国古诗词谱曲的艺

术歌曲首次以中、德、英三种语言在国外出版。两人在科莫

歌剧院联袂上演的正是这16首中国艺术歌曲。

从激情高亢、起承转合再到柔情婉转的低吟，中国艺术

歌曲的神韵和精髓令人心动。每曲唱毕，科莫歌剧院内掌声

热烈。临近尾声时，应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廖昌永返场演

唱黄自的《思乡》和多尼采蒂的《我要建一座宫殿》，以精妙的

文化互鉴为这场音乐对话写下完美注脚。

“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廖昌永说，“外国观众虽然不

一定能听懂中文，但却能被中国艺术歌曲独有的韵味和深厚

的情感所打动。音乐家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与观众交流的

过程，满怀深情地演唱，就会收获观众真诚的反馈，这样的音

乐传递出的真善美总是能够穿过时空、越过山海，唤起人们

的心灵共鸣。”

哈特穆特·霍尔表示：“这些年，通过中国艺术歌曲的国际

推广，欧洲的观众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过去与当下有了了解，对用

中国的美丽语言所讲述的人类共同的悲喜深感震撼和共鸣，这

就是音乐这座人类文化和精神桥梁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除了当晚的音乐会之外，廖昌永此行还与上音师生走进

在国际音乐界享有盛誉的意大利“加拉拉泰普契尼音乐学

院”校园，通过大师班、讲座等活动，与当地学子、观众面对面

交流音乐与传播中国文化的感悟。 本报记者 朱渊

在左联成立 95周年之际，聚焦革命烈士

与文学志士的舞台剧《浪潮》今天起在西岸大

剧院上演至 17日。这部用了 10吨水，营造

“浪潮”意象的剧目带来激荡滨江的艺术感染

力，而这里距离左联烈士牺牲地——龙华烈

士陵园车程不过10分钟。

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求实、冯铿、

殷夫牺牲于龙华的来龙去脉，就是《浪潮》的主

线。全剧不局限于现实主义手法，从他们的牺

牲开场。当他们的意识相聚在另一个空间时，

他们始终不断自我叩问：为何赴死？是因为开

枪的士兵吗？是东方旅社的那次会议吗？是

文学感召吗？还是因为心中的爱与信仰？

在人生终极问题的探讨之中，五烈士的

人生经历徐徐展开。柔石，浙江宁海人，曾写

下“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只愿锦绣的

山河，还我锦绣的面！”的壮志豪言，他创作了

《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诸多作品。胡也

频，福建福州人，坚信“文学不是艺术之宫里

无用的宝石，而是社会革命最有力的斧头”，

代表作有《圣徒》《活珠子》。湖北武昌的李求

实认为，“我们必须要学会既能用枪又能用

笔，我们才能称为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武全

才的革命家”。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著译颇丰。广东潮州的冯铿，喊出“只要血不

会干，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破！”，以创作小说为

主。浙江象山的殷夫，一首《别了，哥哥》彰显

坚定立场，他的诗歌《孩儿塔》《血字》等广为

流传。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经历，却都怀

着共同的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甘愿奉

献出年轻的生命。最终，他们在回溯中找到

了信仰的基石，无怨无悔地选择为唤醒和解

放更多中国百姓而奋斗。

舞台剧《浪潮》的形式感十分强烈。它采

用“水舞台”的设计，配合升降悬浮板等，形

成刚柔并济的形式与内涵。人物时常被生活

“拖泥带水”，但更多的时候是“劈波斩浪”。

水至柔，如人心。但水汇聚，就成为浪潮，如

革命浪潮般席卷社会、荡涤心灵。革命的坚

与柔，都体现在水的呈现上。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这部剧目，在

创作初期就组织演职人员时常赴龙华烈士陵

园采风，深入研读史料，融入了烈士的师生

情、姐妹情、革命理想等，赋予历史人物与当

代青年共鸣的视角。此前，西岸大剧院还上

演了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展现田

汉、聂耳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奋斗历程——

左联的人物、故事，在同一剧院“接续”上演，

凸显了如今未必人人熟知的历史——上海是

“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心”。

本报记者 朱光

“当年我入伍时，和这次带来的越剧《好八

连》中的主角有点像，最终岁月让我们踏实下

来。演戏也是一样，不要幻想一炮而红，一分耕

耘才能有一分收获。”昨天下午，冯军在大型越

剧文化推广竞演节目《越动青春》的录制现场

说。这一次，作为越剧为数不多的男小生，30
岁的冯军、31岁的张杨凯男在舞台上挥洒汗

水，彰显着男演员的阳刚与力量，展示着新一代

越剧演员的青春与活力。

回归初心
和很多男孩一样，冯军从小活泼好动。一

次，由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越剧院联合创办的越

剧中专班来校招生，他前去应试，没想到顺利考

上。妈妈说：“去试试也好！”这一试，就是快20年。

毕业后他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本科在

读时，他看到学校武装部发布的征兵通告，便决

定报名参军。“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了解

军人是什么样的。”冯军说。

在部队的那些年，他一边磨炼自己，一边在

文工团里发挥艺术专长。退伍归来，冯军面临

诸多选择，他可以开启新的道路，不必再回到越

剧舞台。但回想起曾经在越剧上付出的无数心

血，他心中满是不舍。在外尝试了话剧、网剧等

不同领域的艺术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归初

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唯有扎实练好基本

功，把戏唱好，才是成为优秀越剧演员的正道。”

冯军说。

子随父业
“越剧不能啃老！”张杨凯男在《越动青春》

的舞台上说。曾经，张杨凯男的爸爸也是浙江

新昌县当地越剧团的一名演员，不过，在他出生

前剧团就解散了，爸爸也不再唱戏了。凯男遗

传了爸爸的文艺细胞，凭借清亮的歌喉顺利考

入上海戏剧学院。妈妈得知儿子要去学越剧，

说：“这可是很苦的啊！”爸爸没有阻拦，眼里好

像有光。

“人家说唱戏练功很苦，我一点也不怕身体

上的苦。我怕的是精神上的苦，有的戏演得不

到位，不让自己满意，不让老师满意，我就浑身

难受。”张杨凯男说。大四时，他在巴金名作

《家》中饰演主角高觉新，那一刻，他仿佛与角色

融为一体，这让他从此对越剧再也割舍不下。

毕业进入专业院团，张杨凯男还是跟从前

一样，不怕练功苦，就怕戏不好。不久前，在排

练《何文秀》时，赵志刚作指导，张杨凯男觉得表

演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在练功房崩溃落泪。但

擦干眼泪，他继续出发。在《舞台姐妹》这出戏

中，他首次挑战反派角色唐经理，这一突破让他

欣喜不已。他说：“以往总演苦情忧郁的角色，

和我的个性有点像。这次演反派，在舞台上能

释放不一样的自己，做了自己很多平时不敢做

的事情。”

男生演越剧，张杨凯男觉得自有一股阳刚

之气，尤其是近现代现实题材和古装武戏，更能

展现男性的力量与风采。此次参加《越动青

春》，他将流行音乐元素与越剧巧妙融合，还编

排了带有越剧元素的音乐剧小品。他不仅在舞

台上践行创新，还在网络上与一群专业音乐人

携手，创作了许多与越剧相关的作品。“我想打

破观众对越剧的固有印象，让大家知道越剧是

充满趣味与活力的艺术。”他说。

本报记者 吴翔

红色“浪潮”激荡滨江
聚焦左联五烈士的舞台剧

今起在西岸大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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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戎装还是戏装
不变男儿豪情万丈
——记《越动青春》中的越剧男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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