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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7文娱

    第十二届东方名家名剧月在新春如约

而至，超过 30位戏曲名家将于 3月 13日至
4月 26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献演 14台

17场戏曲演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汇集
了上海、江苏、浙江多个优秀剧种，各大院团

星光熠熠，京剧、昆曲、越剧、沪剧、滑稽戏、
锡剧⋯⋯彰显出经典与原创交相辉映的新

格局。

由史依弘领衔主演、上海京剧院精彩呈
现的京剧《新龙门客栈》将作为开幕大戏上

演，这部由新武侠经典电影改编成的京剧，
以传统戏曲审美解构故事，以传统戏曲手法

演绎故事。电影
里的金镶玉妩

媚入骨，邱莫言
侠之大义，是柔

与刚的对照；京
剧版则是热情

似火与冷冽如
冰的反差，史依

弘在剧中一人
分饰金镶玉、邱

莫言两角，1 分
钟之内要无缝

切换，难度极
大。

闭幕大戏
是由上海昆剧

团带来的全本
《临川四梦》，将

以中青年同台
的超强阵容展

示昆曲传承的

成果。国家一级
演员、主演沈昳

丽表示，这四台戏是昆曲界的名片，是传统

戏剧中的经典，这次上昆再次上演《临川四
梦》，是送给上海观众的一部经典“套装”。作

品并非对汤显祖时代原本的简单复活，也不
是折子戏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原著整体精神

的再现和当代审美的再创造。
上海沪剧院此次带来了两部红色题材

作品，有最新推出的原创大型沪剧《一号机

密》，也有沪剧的看家戏《雷雨》。上海越剧院
此次将以新生代明星阵容演出越剧经典《西

厢记》，袁派花旦陈惠迪、徐派小生杨婷娜、
傅派传人盛舒扬、张派传人吴群联袂呈现。

“昆曲王子”张军此次将携手音乐人彭程为
观众献上一场包含了 NEW AGE、电音、摇

滚、爵士各种音乐元素的视听盛宴。上海独
脚戏文化传承中心的滑稽戏连续两届参加，

今年他们将继续带来滑稽戏《舌尖上的诱
惑》，这也是上海市独脚戏文化传承中心成

立后推出的首部大戏。

为加强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戏曲联
动性，东方名家名剧月也将目光放到了周边

城市的多样戏曲种类上，今年将特别开展苏
浙特色地方剧种展演。杭州越剧团将呈现经

典保留剧目《玉蜻蜓》和青春传承大戏《红楼
梦》两部大戏。

近年来，东艺为东方名家名剧月每年增

加一个新剧种，如 2016年引进的汉剧和楚
剧、2017 年引进的豫剧、2018 年的滑稽戏

等。本届名家名剧月首次引入锡剧，由江苏
省演艺集团带来锡剧《沙家浜》和《珍珠塔》。

这两部作品都将由“锡剧王子”周东亮领衔，
在保留锡剧传统特色的同时，进行了突破性

的创新，将为沪上观众呈现江南剧种的当代
魅力。

本报记者 赵玥

    “以往《新龙

门客栈》出去巡
演，道具车至少要

开五六辆，这次我
的要求是控制在 3

车内，成本降下
来，更多外地观众

就可以看到我们

的戏了。”昨天第
十二届东方名家

名剧月发布会上，
著名梅派青衣史

依弘表达了这轮
打磨提升的初衷。

3 月 13 日至 15

日，京剧《新龙门

客栈》将在东方艺
术中心开启新一
轮演出，阵容和内

容不变，虚实结合、轻装上阵的全新舞美成了

此轮演出的亮点。

去年《新龙门客栈》首演时，史依弘特地
请来著名灯光设计师萧丽河的团队操刀，极

简的舞台与多媒体双面投影的视觉冲击给了
现场观众电影大片般的观剧体验。那一版的

设计初衷是希望更多年轻人能被吸引进来，
为让很多第一次看京剧的年轻观众看懂，主

创没有完全采用传统戏里的写意与留白，而

是增加了实体道具。所以，当各地演出商纷纷
发来邀约时，剧组大多因为高昂的成本无法

成行。
这让史依弘下定决心做一版适合巡演的

舞美，她找来合作过多次的舞美设计师吴放，
依弘剧场开幕大戏、“梅尚程荀”专场和纪念

梅兰芳赴日 100周年专场等演出的舞台都有
他的身影。这次的舞美，一方面要进一步精

简，摒弃多媒体，保留传统戏曲舞台的韵味，
另一方面也要让观众将更多的目光汇聚到演

员身上，不能喧宾夺主。这部戏的亮点理应是

演员，史依弘在戏里既是金镶玉，又是邱莫

言，尽管偶有替身，但她仍需要快速变装三
次，在泼辣娇俏的花旦与哀婉大气的青衣间

游刃有余地切换。
当被问及以前的舞美版本还会不会再演

时，史依弘调皮地笑了笑：“有钱的时候就
演。”这是她以前专心做演员的时候根本不需

要操心的事情，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要操心

的事就多了许多。此前的《新龙门客栈》，九十
多支灯、专业投影仪器等都需要租借，如果真

去到外地巡演，哪怕连演 10场，场场坐满，也
未必能收回成本。史依弘感叹：“这样的花费

是京剧难以承受的。”更不用说如今的现实，
假使连演 10场、20场，真的能坐满吗？

京剧《新龙门客栈》，是京剧人对武侠精
神的一次致敬，是武旦出身的史依弘内心的
一种情怀，也是武生

出身的王玺龙一次

突破自我的机会。在
遇见周淮安这个角

色前，王玺龙演的都
是传统戏，甚至没有

跟旦角有过对手戏，
以至于他在《新龙门

客栈》里谈情说爱时

好好地找了找状态。
而饰演贾公公的文

武老生孙伟，已经准
备改行做行政了，一

身功夫无施展之地，
让史依弘甚觉可惜。

相比其他行当，武生
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

相当短暂，“我还想再
排两部戏，带着他们

一起玩，多带劲。”史
依弘的语气里，满是

怅然的憧憬。
本报记者 赵玥

史
依
弘
谈
京
剧
《新
龙
门
客
栈
》舞
美
“减
负
”幕
后

开幕大戏弹眼落睛
经典“套装”大雅元音
东方名家名剧月联动长三角精彩纷呈

    没有一件中国乐器却不失中国

意境的《乐队协奏曲》，让八零后中
国作曲家周天成为首个获得格莱美

提名的华人音乐家；不着力于相融，
让尺八、琵琶等民族乐器在交响作

品中尽情凸显的《十一月的阶梯》，
是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所创造的“东

西方相遇”的范例⋯⋯昨晚，这两部

作品被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首度
奏响申城，也让人听到了中日两代

作曲家带着自身对各自民族文化的
承载和世界音乐之间的对话。

武满彻被认为是日本交响乐创
作的一面旗帜，他的成长、成名在如

今看来就是“草根逆袭”。从未接受

过任何正式音乐教育的武满彻，所

有的创作动力源自对音乐的纯粹和
执着，在饭也吃不饱的日子里，他却

疯狂地迷上了西方音乐。1957年，
武满彻写下《弦乐安魂曲》，如果这

部曲子不是误打误撞被斯特拉文斯
基听到并认可，或许武满彻这个名

字还要沉寂许久。

虽然是“自学成才”，可是武满

彻所创造的音乐却征服了包括小泽
征尔、黑泽明等许多人。黑泽明在写

电影《乱》的时候，听的就是昨晚奏
响的武满彻的《十一月的阶梯》。这

部作品是武满彻在 1967年委约为

纽约爱乐乐团庆祝 125周年建团纪
念日创作。当时，他正专注研究日本

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之间的差异。

武满彻曾对这部作品这样注
解：“在日本音乐中，段物与西方的

变奏曲对应，段，指的是阶梯。我的
《十一月的阶梯》是一组十一段变奏

曲。”被普遍认为是“东西方相遇”经
典范例的《十一月的阶梯》，用作曲

家的话来形容则是“尽可能展现两

种传统的区别，而非将它们融合”。

在作品中，作曲家为尺八、琵琶

两件独奏乐器安排了长长的独奏段
落，但他也为东西方传统设计了相

通的部分，例如弦乐器用打击乐般
的效果模仿琵琶拨子的音响，用滑

音回应尺八的呼吸声。在武满彻看
来，东西方文化是对立和相互竞争

的关系，反映在音乐中，就是乐队和
独奏可以各自有着自己的表达，所

谓融合也就是寻求到最恰当的平
衡。他把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于时间

和空间的艺术处理，以及自然精髓
和哲学理念，巧妙地投射在音乐作

品中。 本报记者 朱渊

东西方传统在此相遇
武满彻《十一月的阶梯》昨首度奏响申城

■ 史依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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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

想
演
得
更
多

盼
走
得
更
远

台前幕后

■ 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汇集了

上海、江苏、浙江多个优秀剧种
本版摄影 记者 郭新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