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 后

    作为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参演剧目，中国戏曲学院教
授、程派名家张火丁将于 10月 26

日、27日，在上海大剧院为沪上戏
迷观众献上程派《霸王别姬》，并首

次与学生同台演出程派传统名剧
《锁麟囊》。

凭借超强人气，张火丁此次演

出被上海大剧院列为 2019-2020

演出季为数不多的几场实名制购

票观演的演出之一，与 9月底轰动
全城的《德龄与慈禧》相同，购票观

众必须凭本人身份证件购票入场。

携“新”带“旧”返申城
张火丁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

不解的情缘，在她艺术生涯的每一

个重要阶段，都受到了上海戏迷观
众的见证与厚爱。2009年，张火丁

首次以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的身份，
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绎了她的

代表剧目《锁麟囊》《春闺梦》。当时

的盛况让人记忆犹新，剧场座无虚

席，雷鸣般的掌声如排山倒海，逸
夫舞台的电梯甚至都已被疯狂的

戏迷们挤到“瘫痪”，现场的火爆、
观众的热情令人叹为观止。2015

年，张火丁携《锁麟囊》再临申城，
依旧是“一票难求”，一度创下了国

内戏曲演出限购的纪录。

《霸王别姬》是梅兰芳先生的
代表剧目之一，亦是京剧舞台上久

演不衰的传世经典。早在戏校求艺
时，初识《霸王别姬》的张火丁便被

剧中的兴亡离合深深打动，排演
《霸王别姬》的情结让她深铭于心，

挥之不去⋯⋯2019 年 5 月 25 日，
张火丁将精心打磨数年的程派《霸

王别姬》正式搬上舞台，消息一经
登出，开票当日便即刻售罄。

《霸王别姬》的主创团队由国
内诸多知名艺术家组成，该剧特邀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牧坤饰演
项羽，与张火丁合作近 20年的“老

搭档”、作曲家、京胡演奏家万瑞兴
担纲唱腔设计，国家京剧院一级导

演任凤坡担任技术指导，名丑吕昆

山、刘宸倾情出演。著名灯光设计

周正平、著名服装设计师顾林、舞
台美术设计刘鹏加盟《霸王别姬》

主创团队，为该剧赋予独特的视觉
表达和新鲜的时代气息。

师生同台话传承
无论面对赞美或质疑，张火丁

始终安然自若，静心止语。一直以

来，她低调生活，认真教学，扎实做
戏，除专注于个人艺术的修为之

外，张火丁不遗余力地参与着经典
剧目的改编与创排，从昔日的《白

蛇传》《梁祝》《江姐》到如今的《霸

王别姬》，怀揣着对“经典”的敬畏
与挚爱，她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

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用高水平技
艺和个性化表达为“经典”注入新

的活力。
多年来，张火丁不断地挖掘、

探索、开拓着程派剧目，即便外界
再有嘈杂，她仍以“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勇气行走在推动流派传承与
发展的正道之上，为程派增添了一

出又一出经得起观众和市场考验

的“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经

典好戏。
如今，戏迷们都已习惯亲切地

称张火丁为“教授”，转为教师身份
的张火丁登台的次数寥寥，她的大

部分精力都投入在教学一线。转眼
间，张火丁在国戏的一方厚土里躬

身耕耘十载有余，而今也已桃李盈

门，硕果喜人。
2015年，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

传承中心正式成立之后，张火丁对
遴选出的十位学员进行“一对一”

的传道，陆续授予学员《锁麟囊》
《春闺梦》《荒山泪》等程派传统剧

目，以及她的新编代表剧目《白蛇
传》《江姐》《梁祝》，学员们相继登

上了国家大剧院、中国京剧艺术
节、“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的舞

台。此次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上，张火丁将首次与学生同台演

出，届时，她将携研习班学员李林
晓、姜笑月、杨晓阳共同演绎程派

经典名剧《锁麟囊》，用精彩的表演
为观众呈现“看得见”的传承。

本报记者 朱渊

上海努力打造“亚洲演艺之都”该如何继续发力

    昨天的论坛，选址在上海文化地

标———百年“大世界”，一方面是因为
三位一体的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

台昨天正式亮相，另一方面也因为近
年来上海着力打造的 “演艺大世界”

是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核心承
载区之一。

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除了

人民广场剧场群， 还正在形成多样化

的演艺空间体系， 它们不仅仅体现在

传统的剧院,也在于各种新型的演艺空
间和展览、展示的形态，并且向各种城

市空间渗透，如绿地音乐会、商业综合
体、文化园区和大型楼宇等。

其实，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

不仅仅在于拓展物理的空间， 还在于

拓展艺术创造的空间。 我们正借鉴纽

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的经验，逐步在培

育优秀剧目、扩大演艺场次、汇聚国际

艺术资源、拉动演艺周边消费等方面，

迈向亚洲一流国际领先的水平。 就好

像正在如火如荼举办中的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 它让更多的市民与国际艺

术节的活动形成互动， 它也邀请国内
外演艺事业专家前来建言献策； 它是

我们城市文化的名片， 它也已经成为

了连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纽带。

张火丁沪上献演实名制购票

眼一瞧， 得不是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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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年轻观众 就抓住了未来

    “抓住年轻观众，就抓住了未

来。”有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剧场群

“演艺大世界”，也有了全新亮相
的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打

造“亚洲演艺之都”，上海还要如

何继续发力？昨天，第 21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演艺大世界论
坛”选址上海文化地标———

百年“大世界”，多位国内外
演艺事业专家前来分享打

造多样化演艺形态的经验

见解，并表达了

这一观点。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国际节

目副总裁艾丽西亚·亚当斯女士

从她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千禧年一
代的美国青年，阐释了他们是艺

术组织者的重要目

标市场的原因。她的

发言启发艺术机构
的管理者、建设

者们需要用极大的热情来关注青

年一代，倾听他们的声音，顺应他
们的发展趋势，并且用更新的艺

术来跟他们进行互动。这样一群
新文化消费群体的出现，既是新

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挪威国家歌剧舞剧院演出部

经理西格蒙德·扬尼从演艺场所

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分享了挪威国
家歌剧舞剧院将传统与创新相交

融的宝贵经验。挪威国家歌剧舞
剧院将芭蕾舞与摇滚乐同台呈

现，正是这样的一种积极尝试。
“只有创新者才能把历史和未来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持嘉宾花
建如此评价。爱丁堡艺穗节活动

服务部主任瑞秋·桑格女士也表
示，正是凭借创新精神，一群在 11

年前还看似业余的艺术家和表演
活动逐渐得到了城市主流社会和

多元化社区的广泛认可，成就了

大名鼎鼎的爱丁堡艺穗节。

做好服务 努力创新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阐

述了优秀剧院对“亚洲演艺之都”

的贡献，并认为，在“亚洲演艺之
都”建设中，优秀剧院除了做好演

出服务，还需要提高制作生产能
力，承担更多社会美育的功能，通

过以优秀剧院为主体凝聚演艺人

才，使游客向观众转化，带动区域
演艺生态发展，形成产业规模，从

而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不仅是
场馆，不仅是建筑，不仅是造房

子，造剧院，这不光是我们的工
作，我们要有新的培训项目，还要

建设剧院，建立研究的学院，最重
要的是培养观众。”锡比乌国际戏

剧节主席、锡比乌国家剧院总经
理康斯坦丁·基里亚克骄傲于每

年 121场不同的表演，门票全部售
罄的成绩。

令人欣喜的是，在上海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走进

演艺场所，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总裁助理赵晨琳说，

“这一现象将深刻地改变我们打造
演艺之都的生态”。她还发现，戏

剧或者进剧院这件事情本身已经
成为了年轻人生活当中更为自然、

更为日常的一个部分，他们已经用
一个平视的状态来看待戏剧，并且

希望跟剧院有一个更密切的交流，

“接下来五到十年中
我们需要逐渐探

索与观众、与
作品实现更

为密切沟
通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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