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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台

    今晚，上海芭蕾舞团全新打造的芭蕾舞

剧《茶花女》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首演。昨

晚的彩排现场，比导演还要忙碌的就属英国

舞美及服饰设计师亚当·倪，85套匠心独具的
服装，工作体量不亚于一台“秀”，而当亚当的

手拂过那些华美的蕾丝花边、精致的刺绣贴片
和触之顺滑的手工流苏时，他有一瞬间的恍

惚，仿佛又回到了在上海各大面料市场“买买
买”的美好时光。他不止一次感叹：“如果有时

间，真想在回国前再去逛下市场，那里各种成

色面料应有尽有，还有很多让人惊喜的配饰

小物，价廉物美，堪称服装设计师的天堂。”
为这部《茶花女》设计舞美和服饰的亚

当，从第一次拿着设计图踏入“上海滩”，便一
头扎进各大面料、辅料市场。曹安路轻纺市

场、十六铺面料市场、南外滩面料市场⋯⋯前
前后后去了十多次，每次一呆就是一整天。很

快，就连市场的看门爷叔都记住了他：“快点，

面料摆出来，外国人又来了。”亚当说：“十六

铺面料市场、南外滩面料市场的面料更全面

也更高级，他们提供成衣衣料较多，所以很容

易找到导演要的那种十九世纪华贵宫廷风。”
此次《茶花女》中几乎所有的裙子都是蓬

蓬的大裙摆，如果你撩开裙罩就会发现，里面
层层叠叠最多有 6层纱质。要保证“静止”时

花瓣般蓬蓬造型，又要展现“跳跃”时轻纱曼
舞的效果，听上去“太难了”，可亚当说：“不会

啊，所有我要的纱在这里的市场都能找到。”

《茶花女》中所有舞美布景和服装造型，
从材料到制作全都在上海完成。用亚当的话

来说是：“百分百的上海制造！”他惊讶、惊叹、
惊艳于“高贵而不贵”的上海面料：“太了不起

了，老师傅的手艺也很好，做工精细，我们很
多流苏和刺绣贴片都是师傅一针一线缝出来

的。”他说：“我希望能和这里的制作团队更
紧密合作，以后当我为别的舞团设计服装，也

想要将它们放在这里制作。”本报记者 朱渊

汇集年轻新势力 助力明日艺术家
让世界倾听青年之声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永

远有新面孔，也不乏老熟人。 今年入围“扶
青计划”的寓言剧《捉影》的编剧初夏，其实

已经关注这个平台好几年了。 有了合适的
本子，她马上想到申报“扶青计划”。看到作

品里的皮影戏元素，组委会联想到 2016年
亮相“扶青计划”的实验京剧《蠢货》，于是

请来导演朱志钰促成此次合作。 有前辈带
路，初夏的“扶青”首秀安心了不少。朱志钰

之所以愿意再次加入到“扶青计划”，也是

因为上一部《蠢货》，在“扶青计划”的影响
力下， 走进了英国爱丁堡艺穗节和罗马尼

亚锡比乌戏剧节。

在艺术节这样一个极具包容的平台

上， 诞生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家的原创
作品，他们来过，便不曾离开。未来，艺术节

还将继续挖掘青年人才，搭建艺术平台，让
更多青年人的作品发光发热， 促成他们实

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抵达艺术的“彼岸”。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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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玥

青年艺术人才如何才
能“冒”出来？光给舞台还不
够，量身定制的梯台才是更
加适合他们的选择。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在推出名家
名作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
地让这里成为年轻观众的
孵化地、青年人才的蓄水
池、未来大师的起航点。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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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艺术入门
“我已经完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四

刷’，第一次观看就被震撼了，一直延续到后来

的每一次观剧”“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展现了
极强的用声音形态塑造空间感的能力”⋯⋯这

些是来自本届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剧评。来自
29所高校 212名大学生和 12所高中 53名高

中生来到上海十多处专业剧场，分组观摩 50

台主板块演出。音乐、舞蹈、戏剧戏曲，处处留
下了他们的思考与见解、个性与态度。

艺术教育板块的“慧画无限”活动，则让
宝山智慧湾科创园音乐码头、徐汇港汇恒隆广

场、杨浦东方渔人码头、普陀 M50文创园区滨
河厂房成了艺术家和中小学生的“画布”。同学

们第一次在熟悉的公共空间作画，尽情放飞想
象，经由艺术家的妙笔再汇成统一的图画。参

与创作的油画家彭鸣亮感慨道：“孩子们的内
心世界一旦被艺术激活，他们呈现出的画面

是那么的自由和富有想象力，很打动人心。”

推动青年成长
从 2017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

演出《启航》，到今年再度接受艺术节委约

创作第十一交响曲《潮》，上海爱乐乐团的
90后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坦言，创作这两部

主题作品，是他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毕
业回国后最重要的学习与成长经历。他

说：“从下笔前的一次次讨论，到成型后的

一次次研讨，上海国际艺术节对原创作品
的重视程度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艺术节专门为青年人才搭
建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平台已经成

立 8年，共委约 78位活跃在各个领域的
青年艺术家，制作出 65部原创舞台艺术

作品，成为原创作品和青年艺术人才的孵
化器。舞台剧《繁花》导演马俊丰，就是从

“扶青计划”走上自由创作之路的。每个创
作节点，“扶青计划”都会联系专家做外

援，为项目把脉，让他至今心怀感恩。

连接国际窗口
8年中，“扶青计划”与美国亚洲协会、线圈

艺术节、匈牙利布达佩斯之春、英国南岸艺术中

心、中国香港新视野艺术节等建立了紧密合作，
相当一部分作品已经或将至德国、法国、匈牙

利、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演出。如果说“扶青计
划”为国内青年艺术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展现

机会，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艺术创想周则呈现了
更多国际青年艺术家探索舞台艺术的尝

试，今年 50多部世界邀约作品，呈现了缤纷

多元、名家荟萃的格局，为上海观众提供了
“畅想的河床”。

首届学生观剧团的代表卢丹阳有幸被
推选到罗马尼亚锡比乌戏剧节担任志愿者，

当小剧场越剧《再生·缘》演出后，一位当地
观众评价的“中国式浪漫”让她记忆犹新，她

说：“有时候字幕的传达很局限，但是情感的流露
与表达却可以超越语言。在这一刻，我感到了中

华文化传递出的自豪与力量感。”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