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评

    接通富阳越剧团团长夏富笙电话

的时候，他尚未从首演的轰动中“走”
出来，心情激动的他连声音都微微颤

抖：“演出真的很成功，现场不但有富
阳当地观众，还有好多临近地方赶来。

感谢上海越剧院能够将这一经典的版

权传给我们，不但派了编导过来‘手把
手’指导，还将布景道具一并运来保证

首演。”
为让此版《红楼梦》能够在富阳越

剧团“立”起来，半年前，上越派出了包
括孙虹江、刘永珍等在经典版初创时

期就参与创排的编导班底为其排戏，
四轮排练从框架到细抠，一丝不苟。而

徐玉兰嫡传弟子、上越副院长钱惠丽，
红楼团两位老团长徐延安和徐玉萍以

及主鼓赵斌也曾赴富阳，作为表演和

乐队指导，关心和参与过排练及教学。

考虑到布景服装及头套制作耗时

良久，上越更无私借出整部剧的舞美

布景和服装道具。因而，昨晚观众所欣
赏到的富阳越剧团演出的上越版经典

《红楼梦》，几乎是原汁原味的“拷贝不
走样”。

夏富笙在电话中说，徐派小生张

爱娟和王派花旦应张芳受到前辈老
师们的点拨，昨晚亮相让人感觉“焕

然一新”。张爱娟是徐玉兰老师的弟
子，此前曾跟随老师学过不少《红楼

梦》中的折子戏，然而却从未有机会
排练经典版全本，段落之间的“接口”

处都只能靠观看视频来模仿。此番得

到编导演“全方位”提升，她受益匪
浅，毕竟看视频独自揣摩和得到参与

原版编导演的老师指导、说戏是完全
不同的，有时候哪怕是一个眼神的勾

连或是侧身角度的调整，就让一幕戏
的情绪瞬间接上了。

    得益于长三角联盟， 苏浙沪三地越

剧团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今年夏
天，上越牵头，携手扬州市扬剧研究所、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举办了三地青年戏曲
演员“夏季集训营”，给演员上课的有扬

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扬剧王子” 李政
成，昆曲名家柯军、李鸿良等。 这让演员

们以归零心态在各剧种中汲取精华，补

足自身短板。

10月中旬，上越新生代带着原创实

验戏·曲《绿袍情》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在嘉善等两地上演。作品将越剧和

嘉善宣卷融合，体现了“戏·曲”相结合的

独特韵味，是 90后年轻一代男女合演的
传承和探索。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怀抱“大
越剧、一家亲、共发展”的理念才有可能

让这一年轻的剧种保持蓬勃朝气， 与当
下时代节奏和审美相契合。 而上越也正

以 “院团共建”“版权输出”“传承基地打

造” 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与长三角其他院
团携手并进，让越剧以更包容、更宽广的

姿态走入下一个百年的辉煌。

朱渊

大越剧 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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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朱渊）被孩子们亲切地

唤为“大鲸鱼”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2020
年将围绕“经典、创意、快乐”推出 40个主办

演出节目，在持续提供优质演出的同时，进
一步拓展《宝贝，来看戏》《宝贝爱中华》等

优质美育品牌。与此同时，“大鲸鱼”还“化
身”许多“小鲸鱼”，辐射全国的“小鲸鱼计

划”将把剧场运营理念与优质作品，带向全

国，服务更多的小观众。

继 2016年推出《宝贝，来看戏》公益品

牌，经过 4年尝试，“大鲸鱼”已与全国十多
家院团合作，引进京剧、川剧、昆曲、评弹等

14个剧种，上演 57台演出，收获一大批铁
杆小粉丝。2020年，在《宝贝，来看戏》的基

础上，“大鲸鱼”将联合各戏曲院团，建立宝
贝戏曲艺术联盟，搭建传承、研究、孵化、创

作平台，让孩子们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

汲取自信与底气。此外，剧场还将推出介绍

不同音乐演奏类型的《宝贝哆来咪》以及家

庭不插电音乐会《宝贝，听我唱》。
2020年，更多优秀剧目将逐一呈现给

小观众。随着“老朋友”意大利安东尼亚诺
小合唱团拉开“新年合唱音乐会”的序幕，来

自西班牙的趣味音乐会《会跳舞的提琴》、
BBC交响乐音乐会全新系列《地球脉动 2》、

立陶宛丹斯玛剧团全新小宝宝启智剧《找一

找，草地里有什么》、加拿大物件剧《会讲故

事的塑料袋》，西班牙大型泡泡秀《哇~泡

泡！》等将逐一展现在小观众眼前。

借着《我要飞，去月球》《看不见的朋友》
等自制海外剧中文版“走出去”，越来越多外

地演出方关注到了“大鲸鱼”。2020年，“大
鲸鱼”将推出“小鲸鱼计划”，送演出进校园、

进社区，更背靠“大鲸鱼”每年数百场的演
出，对接各地剧场、校园和社区，可选择合作

演出剧目或艺术教育项目多达 22 个。让

“小鲸鱼计划”惠及更多长三角区域的学校
和社区。

2020年，“大鲸鱼”还将积极与国内优
秀团队合作，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的新

剧目《孩子剧团》，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大型歌
舞演出《童心飞舞中国梦》将陆续登场。

“大鲸鱼”化身“小鲸鱼”
让好剧惠及长三角的学校和社区

建设长三角文化产业共同体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昨晚，上
海越剧院四大经典之一的《红楼梦》被浙江富阳越剧团
“异地传承”并在富阳影剧院首演。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
雷动，富阳的戏迷们期盼这部经典已有数十年，而他们的
梦想能够成真，得益于上越立足“大越剧”发展，首推“版
权输出”模式和理念。这也是上越在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
成立后，让经典得以更广泛继承而做的有益尝试。

    虽说富阳是徐王版《红楼梦》开创者

之一、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的故乡，然
而，这部被誉为越剧不可撼动的经典却

从未有机会全本亮相富阳。翘首期盼多
年的当地戏迷得知富阳越剧团所演版本

乃上越原版，闻风而动，两场演出的票子

在开票 10日内便被一抢而空，就连夏富
笙都懊恼“卖太快，下手慢了”。

上海作为越剧的发祥地，几乎所有
越剧流派创始人都是在上海集中“发力”，

开创了流派纷呈、人才辈出的越剧盛世。
虽然岁月流转，越剧老艺术家们大多数离

开了，但是她们留下的经典却成为这一剧

种最厚重的珍藏，代代流传。上越的四
大经典《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和

《梁祝》至今无论到哪里，凡演必爆棚。

然而，上越的演出团队毕竟有限，哪
怕就是长三角巡演，要能“照顾”到各个

角落的观众也不现实。与其让戏迷日盼

夜盼，不如“版权输出”“异地传承”，既帮
助了兄弟院团，也能让经典在更广袤的

土地上生根发芽。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用上海

越剧院院长梁弘钧的话来说：“传承不仅
仅是纵向的代代接力，也可以是横向的

‘原味拷贝’。以‘版权输出’的方式帮助
兄弟院团排演《红楼梦》，既能让这一越

剧瑰宝得以复制和传承，也能展现最原
味的‘上越品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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