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上海昆剧团在

海上梨园发布了 2019年演出季，上

昆今年的重点剧目《浣纱记传奇》也
在现场做了精彩亮相。

剧目精心打磨
用上昆团长谷好好的话说：“上

昆专门挑难啃的骨头啃。”本周六，

主创团队打磨了 12稿的新编昆剧
《浣纱记传奇》将亮相东方艺术中

心。这部讲述昆曲先贤梁辰鱼如何
创作昆曲《浣纱记》的故事今晚将在

梁辰鱼的故乡昆山巴城试演，并在

首演后进行第 13稿的提升修改，作
为唯一昆曲剧目亮相 5月的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
今年下半年上昆将重点推出新

版《玉簪记》，让这部传世之作再度
焕发出青春活力。在昆曲历史上，

《玉簪记》是生旦戏的代表剧目，也
是上昆老艺术家岳美缇、张静娴的

看家戏。岳美缇当年对传统《玉簪

记》的内容和表演按照现代人审美

意识进行了大胆革新，1985年凭该
戏一举夺得了梅花奖。如今昆四、昆

五班的青年人才快速成长，一部部
大戏的推出也在激励着他们尽快接

过老艺术家的班。

交流演出密集
今年，上昆在新演出季将立足

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抒写大

戏曲的格局。3月、5月、9月上昆将

三赴中国香港，《临川四梦》四部大
戏将在香港西九戏曲中心大剧场一

气呵成演出。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
间，上昆将和香港八和会馆首次

合作上演昆粤合演武戏经典《白
蛇传》。同时，沪浙苏三地联动版

《牡丹亭》将在 4 月走进粤港澳大
湾区。

执导《浣纱记传奇》的著名导演

卢昂表示：“排了这么多年的戏，从
没见过这么忙的剧团。一天要排 5

个班来安排训练和排练。”
让上昆人感受到忙碌带来的幸

福感的，不仅有即将问世的大戏，还
有数场海外文化交流演出。4月，上

昆将赴美国华盛顿演绎昆曲折子

戏，随后在当地孔子学院举行演出
和文化推广活动。10月恰逢京剧大

师梅兰芳赴日访问一百周年，上昆

将与上海戏曲界的兄弟院团共同赴
日，沿着当年梅兰芳大师的足迹传

播中华戏曲，为中日文化交流增姿
添彩。

跨界传播不断
今年 9月，上昆与故宫有意联

手推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宫廷昆曲演

出。该项目目前仍在探讨中，如果成
行，两大“文化遗产”的握手无疑将

成为一大盛事。
今年上昆还将整合外部资源，

挖掘本团积累，推出昆曲绘本，以动

漫卡通的方式拉近昆曲和青少年的
距离。也许不久后，你还能在抖音上

看到上昆制作的“魔性”小视频。
今年 5月 18日是昆曲成功入

选“非遗”十八周年纪念日。上昆将
以“与民同乐”为主题，邀请海内外

昆曲票友欢聚一堂。
本报记者 赵玥

上海女排
获排超联赛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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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昆剧团2019年演出季发布

    一如既往，34岁的张磊招呼全

队：“来，在球馆里拍一张集体自拍

照。”连胜两场，上海女排昨晚在常

州大学体育馆获得本赛季排超季军。
一周前，无缘决赛的那晚，张磊

强忍泪花，代表全队在现场接受采
访：“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会为了

季军再拼一次。”第二天，老队员在
张磊的带领下，结伴找“小朋友”一

一谈心。排球是圆的。这句话是张磊

打球的“座右铭”，她告诉仲慧、张钰
倩等人：“打球时一定要多用脑，落

后时要保持清醒，不要被带到对手
的节奏中去。”

因为赴京开两会，江苏队主力

张常宁缺席昨晚的比赛。不过，上
海女排阵中却无人掉以轻心。赛

后，队员向记者透露，准备会上教
练组并没有根据张常宁不在而作

特别布置，而是像以往一样，要求
队员打出自己平时训练中的内容，

保持特色。“战胜自己”，是准备会

上的唯一要求。
上海女排，终于变了。

阵容变了。面对江苏队这个老
对手，第一场比赛，仲慧首发打满全

场，获得MVP。第二场比赛，上海女
排在第三局落后之时，换上了小将张

钰倩，最终独得 14分，获得MVP。

气质变了。先下一局的情况下，
被对手连扳两局，上海女排克服了

末局“崩盘症”，在决胜局中轻松取
胜。本赛季，上海女排经历了所有球

队中最多的五局大战，而昨晚的这
一场，才是赢得最尽兴。

心态变了。“教练让我首发，帮

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仲慧激动地
说。而张钰倩在落后时临危受命并

不负众望，更是展现了一颗年轻人
的大心脏。

季军的名号，虽没有冠亚军响
亮，季军也没有鲜花和领奖台。但季

军，对上海女排来说，依然宝贵。坎
坷的一季，她们终于领悟，唯有战胜

自己，才能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 陶邢莹

这一次 她们战胜了自己

■ 上海女排庆祝胜利 图 VCG

《浣纱记传奇》
本周六亮相东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