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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本报讯（记者 朱渊）
今天，上海芭蕾舞团一行
108人将携经典版《天鹅

湖》飞越太平洋，于 1月
17日至 19日登陆林肯艺

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在
银装素裹的纽约城，为大

洋彼岸的观众们献上 4场

唯美震撼的演出。来自美
国芭蕾舞剧院的指挥查尔

斯·巴克将执棒纽约城市
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为演出

伴奏。
之后，上海芭蕾舞团

还将前往美国中部印第安
纳州曼西、伊利诺斯州丹

维尔以及肯塔基州尚佩
恩，在中国农历新春佳节

献演 4 场原创芭蕾舞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该剧

是上海芭蕾舞团用西方芭
蕾语汇讲述中国故事的一

大海派力作。这部中国芭

蕾的“本土”创作创排于

2000年，凭借其动人的故
事、美妙的旋律与浪漫的

舞姿常年活跃在世界的舞
台。此次演出也将是上海

芭蕾舞团继 2007 年和
2013年 34场《梁祝》演出

后，第三次携该剧开启美国巡演。

此次上海芭蕾舞团携经典版《天鹅湖》
和原创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赴美，以

此翻开 2020演出季崭新的一页。中外故事、
东西文化将在大洋彼岸的舞台上交相辉映。

一是上芭传承经典的突破之作，一是“讲好
江南文化中国故事”的创新之作，两部“上海

制作”的作品同时访美，将向拥有高欣赏水

平的美国观众展现海派文化滋养下上海芭
蕾舞团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一流的实力，进一

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
席之地。

    昨晚，一台汇集了世界顶尖音乐剧主唱

和唱段的《三魅影》在艺海剧院亮相，这是“演
艺大世界·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成立之后，

在产业化发展上亮出的首个手笔。同时，这也
宣告了暂别 380余天后，艺海剧院以全新面

貌回归。此番，重回公众视野的艺海剧院，在
多元内容基础上亮出音乐剧的新牌———未来

这里不仅将云集世界优秀音乐剧，也会转身

成为一家集演出、排练、孵化于一体的音乐剧
专属剧场。

音乐剧专属剧场
艺海剧院 2001年建成，先后承担众多市

级重大文艺演出。据统计，2001 年至 2018

年，艺海剧院共承接演出 3557场，其中大剧
场 1854场，小剧场 1703场。

本次修缮是艺海剧院建成以来的首次大
修。设计上，修葺一新的艺海剧院突出“艺术

之窗”的主题，内外一体呈现出“剧院是艺术

之容器、品位之橱窗”的理念；视觉上，整个艺

术空间采光更为通透，璀璨优雅而富有流动
感。大剧场的座位也从 999座增加到了 1038

座，墙面则以木饰面竖向排列，营造出现代、
舒适的观演体验。

改造后的艺海剧院，无论是舞台高度、灯
光布景还是音响条件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完

全达到音乐剧的演出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其 1038的座位数填补了上海千人座音乐
剧剧场空白。观众席座位布局上，一层座位排

数不多且都集中正对舞台，使得观众无论坐
在哪个位置都和舞台很近，同时也不会感觉

“位置太偏”（见左上图）。这些舞台优势，将消
除观众的“隔膜感”，令他们能完全浸入到演

出当中。

为原创提供平台
引进剧目之外，艺海剧院小剧场和新增

的音乐剧排练厅，也将为本土原创音乐剧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平台。未来，上海音乐剧艺术

中心的《伪装者》《人间世》《虎山行》等一系列
原创作品将在这里孵化、试演，走向更多城

市。去年 12月，中文版音乐剧《面试》就以艺
海剧院为阵地孵化和上演，一跃成为了年末

票房黑马。此后三年内，该剧还将继续在艺海
驻演 100场以上，同时开启全国巡演。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回归的艺海剧院还

将冠名为 FANCL艺术中心，未来这里将在
剧目创作、人才培养上加码，助力把艺海剧

院打造成为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的一个演
出、教育、孵化相结合的产业平台。这也意味

着，一方面未来有更多全球优质音乐剧汇聚
于此，剧院演出剧目的质量和数量将逐步提

高；另一方面，剧院也将探索成为中国音乐
剧创作的孵化池，扶植更多本土音乐剧创作

力量，培养更多音乐剧表演新人，催生更多
中国原创音乐剧。

本报记者 吴翔

荟萃精华 孵化原创
艺海剧院重装回归打造音乐剧专属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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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魅影》剧照

十万家庭志愿者上岗

“朋友们，听我讲，保护环境蛮重要，垃圾
分类要做好，利国利民好处多⋯⋯”78岁的王

雪银把垃圾分类的知识点编进了越剧和上海
说唱杨柳青调，并为传唱。

身为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益夫人”巾帼志
愿团的一员，她不仅第一个报名垃圾分类志

愿者，还发动老姐妹们将家里的旧物改造成

装饰品，把楼道装饰得优美温馨。
像王雪银这样的垃圾分类家庭志愿者，

全市共有约十万余名。她们来自社区家庭、女
性社会组织、环保达人、全职妈妈等群体，成

为“宣传员”“指导员”“监督员”。她们把垃圾
分类知识化繁为简，进楼组、入家庭、帮邻里，

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大家，推动分类习惯的养
成。

自觉分类意识提升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渗

透和推动。绿街坊项目是黄浦区妇联开展多

年的社区自治项目。结合垃圾分类主题，该项
目推出了种植阳台绿植和制作厨房酵素等活

动。原本脏乱差的社区道路成了生机盎然的
绿植小景，绿色生活理念日渐植入居民心中。

有了这些线下活动作为铺垫，垃圾分类正式
施行后，社区里人人自觉分类就变得水到渠

成了。

“现在我们村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苍
蝇蚊子都少了。”宝山区罗店镇联合村村民

文志玲在“妇女之家”议事会上表达想法：
“美好环境来之不易，搞垃圾分类不能一阵

风。”结合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实际，
宝山区妇联推出“创全?家庭行动日”主题

活动，将垃圾分类作为“家庭行动日”的主
要内容，全区三级妇联在每月第一个周六

带领巾帼志愿者把垃圾分类宣传指导送进
社区、送进家庭。

源头减量湿垃圾变宝

从源头上为垃圾减量，把厨余垃圾变废
为宝，难不倒巧手主妇们。

当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橘子皮等湿垃
圾也成了宝。通过各类社区活动，制作环保酵

素在主妇圈里流行起来：橘子皮与红糖、水按
比例混合，经过发酵变成好用又环保的清洗

剂。据不完全统计，仅杨浦区妇联“巧手妈妈

环保行，厨余垃圾变废为宝”项目 2018年至
今已减少橘子皮等果皮湿垃圾近 10吨。

在松江，制作环保酵素与绿色农业发展
特点结合，形成了农酵坊等品牌项目。在泖港

镇，村妇们尝试亲手制作的酵素修复荒地，再
种植上蔬菜、花草，更环保、更可靠。不少村妇

开始在自家小院尝试，调动起了美化庭院的
积极性。

耄耋老人垃圾分类不愁

家政员作为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置的重点

人群，与垃圾分类的有效施行、与家庭的生活质
量息息相关。上海市妇联联合上海市家庭服务

业行业协会，开展“家庭服务低碳行，垃圾分类
要先行”主题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培

训 3.2万名家政员，取得了良好效果。
家政员不仅学会并重视垃圾分类，更在

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从事钟点工已有十多年的汪秋月为
服务的独居老人想出一个垃圾分类的“笨

办法”，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两分”垃圾桶，
除此之外比如厨房间会再增加一个湿垃圾

桶。如此一来，连 98 岁老人也能做好垃圾
分类。

十万家庭志愿者上岗，湿垃圾变废为宝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半年有余，垃圾分类已成
为申城家庭的一种生活习惯。

在全民习惯养成的过程中，全
市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女性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全市范围开展的
“百万家庭新时尚·垃圾分类巾帼
行”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众多垃
圾分类达人， 垃圾减量妙招频出，

让人由衷感叹“蛮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