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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王昊编导的《曾经的家园》，音乐改

编自维瓦尔蒂的《四季》。经典旋律下，以
交响芭蕾的编舞手法，运用现代芭蕾的肢

体语汇，诗化地呈现出人类家园的多番景
象，在宁静与喧嚣之间、茂盛与斑驳之间，

发出守护生态、守护家园的呼吁。
作为这部原创现代芭蕾专场的压台舞

段，作品中的群舞气势磅礴中不失错落有
致，为人们呈现的是对“曾经的家园”的美

好记忆。

因疫情影响“停演不停工”的上海芭蕾

舞团，自年初巡演回归隔离 14天后，便陆

续开始练功，舞蹈演员的特殊性在于“不进

则退”，演员们也是铆足了劲头哪怕戴着口
罩也不能停止练舞。诚如上芭团长辛丽丽

所言：“在最艰难的时期，我们克服重重困
难、坚持艺术创作，就是等待这一天，将这

一曲曲生命的赞歌献给抗‘疫’一线最可爱

的人。同时，也为人们传递爱与希望的力

量。”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数月的“封
闭期”于芭团演员们而言就是“闭关修炼”的

时机，《起点Ⅲ———记忆的碎片》则是这群努
力的舞者交出的 2020年第一份成绩单。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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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意外，昨日上芭排练厅里

出现昆曲表演艺术家张静娴的身
影，原来她的学生张颋加盟了《起
点Ⅲ———记忆的碎片》中《浮生一

梦》的创作。
这部作品以《游园惊梦》为故

事灵感，以梦境为依托，引出当代
人对生活的哲思。编导吴虎生将

东方的昆曲与西方的芭蕾两种截

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了一次大
胆的跨界尝试，描述了一个当代

青年在踏入梦境后与梦中人相
遇，游离于虚与实、前世与今生之

间的故事。梦境虽然美好，但转瞬
即逝；现实虽然重要，但是否就不

再需要梦想。
十分难得，唱着昆腔舞着水

袖的张颋穿插于芭蕾少女中并无

违和感，虽然少了琴笛伴奏，但昆
腔自有其节奏和韵律，在钢琴和

大提琴舒缓的乐音中悠悠而至，

而那飘忽的水袖，就像掉落的花

瓣中吹过的一缕风，别有韵致。
在张静娴印象里，这也是芭

蕾和昆曲的难得携手。中西两种
古典艺术要在一部作品中浑然天

成又不影响各自的美丽，并不容
易。团长辛丽丽说：“跨界的想法

由来已久，但找到契机并不容易，

这次也是难得机缘。”吴虎生为舞
者设计的具有戏曲韵味的舞蹈动

作也是让两种艺术分外融洽的关
键。据悉，这部作品还将配以具有

中国风的意境舞美。

当
芭
蕾
遇
上
昆
曲
与
建
筑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教授日前将新著的《2019 冠状病毒
病———从基础到临床》一书版权无偿授予出版

方，并向西班牙、意大利、伊朗等国提供免费版
权。除英文版翻译团队外，该书法文版、西班牙文

版 13人翻译团队昨日也顺利集结。
不同于科普著作，《2019冠状病毒病———从

基础到临床》内容属于专业医学领域，翻译者既

需要英语方面的知识也要有专业医学知识的支

撑。当 3月 27日，出版社发出第一封招募令，短

短四天里，606封试译稿如雪片般飞来。经加拿
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委托外籍专家评审，最终

分别从 30份法文试译稿和 37份西班牙文试译
稿中各选定 13人名单。令人感动的是，大家发来

的邮件显示时间都是当地凌晨，且所有翻译都是
志愿者，不取分文报酬。

法语版、西语版计划于 4月 22日交稿，5月

底正式出版。社会各界还提供了不少翻译资源：

有翻译软件开发公司协商新型合作方式；有专业

翻译公司愿意为翻译团队助力；有网络科技公司
愿意提供翻译建议和经验介绍等。

该书详细介绍了 2019冠状病毒病（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病毒的基因组和

分子结构、免疫学及疫苗最新研究进展、对于国
内外关于该新发传染病的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治

疗亦有详细论述，还介绍了关于如何在医疗机构

进行个人防护和院感控制等热门话题。

作者无偿授版权 翻译免费译稿件

张文宏新著法西语版预计5月底出版

这个年头讲究混搭。 过去与现在，东方

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上海芭蕾舞团正
在排演的新剧《记忆的碎片》，就把中国古

老的昆曲与西方诞生的芭蕾混搭在了一
起，是上海乃至全国，舞台表演艺术的一次

跨界尝试。

年轻人喜欢将不同流派、 款式的衣服

往身上混搭，借此传递出自己独有的风格。

艺术的混搭， 则是对全新表现形式的孜孜
以求，挖掘作品新的精神内涵。 这里要感谢

沪上年轻一代艺术工作者的初心和努力。

青年昆曲演员张颋透露，2018年下半年，在
市文联老师的推荐下， 与上芭的吴虎生相

识，虽然两人各自的演出任务都很重，但一
直保持着沟通，酝酿要做一个跨界的作品。

去年夏天进入编曲工作， 参考昆剧 《牡丹
亭》里的《惊梦》，演变为三段式作品中的

《浮生一梦》。 如今，在上芭和上昆多位艺术

家的关心下，眼看着心愿即将兑现，大家对
这次跨界合作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其实，要将两门积淀深厚的艺术形式结
合在一起并不容易，昆曲和芭蕾都有自己鲜

明的表演方式，一个外放，一个内敛。 一个
静，一个动。 为此，在舞台上，演员们始终在

寻找两种艺术形式的契合点，同时放大各自

的优点，糅合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同时在表
演上， 又利用昆曲的唱和念白来讲故事，芭

蕾的舞蹈完成更多表达的部分，起到承上启
下的作用。 台下的观众，可以感受到看似处

于两条平行线的表演方式相互感应。

告别疫情的空白期后，期待《记忆的碎

片》尽快搬上演出舞台。 这是年轻艺术工作
者一次大胆的合作，他们希望藉此跨界

尝试， 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对经典
艺术的关注，如此，艺术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才能源源不断地

喷发，蔚然大观。

艺术混搭

上海芭蕾舞团重新站上了“起点”。5月 8日 -10 日，
上芭将携 2020 年原创现代芭蕾专场《起点Ⅲ———记忆的
碎片》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的舞台。

昨日，《起点Ⅲ———记忆的碎片》在上芭排练厅首度揭
开神秘面纱。此专场，由《浮生一梦》《青蓝紫》《曾经的家
园》三个小作品组成。当芭蕾遇上昆曲和建筑，将擦出怎样
的火花？这部酝酿、创作于战疫期间的“混搭”作品，承载着
主创团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有对战斗在一线医护人
员的深深敬意和满腔感动。

马上评

    和《浮生一梦》呈现迥然质感

的独幕芭蕾舞剧《青蓝紫》，“生

长”于现代都市，带有强烈的时代
感。这部联合建筑设计师傅国华

共同创作的作品，探寻现代芭蕾
与建筑元素的灵感碰撞。舞蹈借

助三种颜色逐渐变深的关系来映
射其结构和主题：以由浅入深的

视角，层层剥开灾难中向往新生

的人们，寻找、赞颂灵魂深处那一
股始终向往美好的力量。

灾难的突然来袭让城市生活

变得不同往常，虽然充满慌乱与

无助，但逆境中人们依然对灾难
之后的阳光有着向往和渴求。在

编导吴虎生看来，这份强烈的渴
求是生的力量。

作品最出挑的当属最后一段
四人舞蹈。资深芭蕾明星范晓枫

和张文君，对每个舞蹈动作的细

腻处理，以及和音乐贴合的交融
感，让人迅速入戏；而芭团最年轻

一代许靖昆和赵美慈的飘逸舞姿
也让人感受到青春扑面的气息。

□ 金雷

唱着昆腔舞着水袖

交响芭蕾诗化呈现建筑元素铺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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