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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疫情期

间，上海评
弹团 33 位

青年演员居家练功的同时，

要做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
———每人每天要写一篇日

记，作为业务考核的一部分。
这周，58天的日记收齐。演员

们也走出家门走进乡音书苑，
向台下十多位考官汇报这段

时间的学习成果。26位弹词

演员、7位评话演员，说、噱、
弹、唱、演，年轻人的表现得到

了前辈们的肯定，这两个月大
家是如何涨功的？一篇篇日记

里可以找到答案。
在“淅沥沥”的早晨泡上

一壶茶，听着折子和开篇，这
是弹词演员侯骁晟一天练功

生活的开端。前一阵在家，他
学唱的是评弹名家周云瑞的

《笃穷》，同时听了另一位名家
庞学庭的版本，深感老艺术家

说表的亲切感与纯正苏州话
的魅力。他在日记里写下自

己的心得体会，感到青年演
员在固守自身流派的同时，应

该兼收其他流派的长处和亮
点，这也是上海评弹团老一辈

艺术家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
评话演员陈超在日记里记录下

他抖音视频第一次破 2000播放量
的喜悦，看到他录制的吴语作品，一

位上海滑稽剧团的朋友还私信他，
找他学了一段苏州话版《枪赋》。这

次团里针对评话演员创新了考核方

式，不是考传统段子，而是让大家自
编自演一部中篇评话《失空斩》，从

青年人视角重新讲述诸葛亮挥泪斩

马谡的故事。从日记里也

可以看到大家排练的心路
历程，创作群里经常到深

夜还有人传来剧本和录音
向评话名家吴新伯讨教。

这部书将在今年的夏季集
训中继续打磨，或将成为

他们的第一档原创作品。

每天一篇日记，天天
宅在家里的演员们也会有

灵感枯竭的时候，有人写
道：“明天最好有些事情发

生吧，不然（日记）写不出
了。”4月 12日是大家写

日记的最后一天，暂时要
告一个段落了，一丝不舍

油然而生。连他们自己都
没想到，一写就是两个月，

翻看一个个文档，才意识
到其实自己学了这么多东

西，写了这么多作品，动了
这么多脑筋。14号开始考

核、16号开始回归演员生
活，“一切又好像慢慢回归

了正轨，等到以后一定会
怀念这一段时间的吧”，弹

词演员姚依依感慨道。

其实，除了写练功日
记，这次评弹团的考核里

亮点颇多，比如要用中州韵吟诵一段

古诗词，考察每个人对古典文学的知
晓度和中州韵的运用。赵开生、沈伟

辰、孙淑英等年过八旬的老艺术家都
赶来现场做考官。团长高博文表示，

此举是为了给青年演员加压加码，分
组后选出一批优秀的、有潜力的青

年，集中精力打造他们，复排经典，指

导创新，一人一策，促使他们早日能
独当一面。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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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无隔离
线路： 中共中央组织部遗

址———静安雕塑公园———中共淞

浦特委机关旧址陈列馆———上海
自然博物馆———彭湃烈士在沪革

命活动地点———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旧址陈列馆

这条线路上，有两个亮点，分

别是去年 10月重新对外开放的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还

有一个是去年 12月对外开放的彭
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因为这

段特殊的时期，很多人还没有来得
及去参观，但是，有了科技的力量，

让观众与之没有隔离。
就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

址陈列馆来说，前几天“云”上直

播，一枚早期工会证章蕴藏什么秘
密、修旧如旧的石库门如何精准还

原当年场景⋯⋯在云端，观众在故
事里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随着疫情好转，观众亲身走进陈列
馆，也会发现那里还有一个虚拟展

厅，新增 152件史料融入 AR、VR、

AI虚拟技术等展陈手段，展出了
《共产党》月刊全六期实物等，还可

以让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码头工
人“过山跳”的严峻考验。

新形式 有感触
线路：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

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

关遗址———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兼

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旧址———查公

馆———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走进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通过一段历史、一张照片、一封家
书、一首诗词，看到毛主席普通人的

一面，甚至还可以感受一场革命浪漫
主义爱情洗礼。当观众看到一张“不

完美的完美全家福”———杨开慧在上

海期间与毛岸英、毛岸青拍摄的一张
全家福，引发众多青年好奇：明明是

全家福，为什么缺少了毛泽东的身
影？通过视频，青年们了解到当时

一家 4口都在现场，由于中共中央
有严格的纪律规定，所以毛泽东没有

入镜，这也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和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一

样，现在不少红色旅游场馆都在推

出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创新融入视

频、音频、手机互动游戏等技术手
段，导入仪式设计、人物演绎、戏曲

引入、戏剧表演、朗读互动等表现
形式，让参与者耳目一新，感受真

切。

新景点 更网红
线路： 上海总商会旧址———中

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

馆———浙江路桥———上海中国银行
办事所及堆栈旧址———上海四行仓

库抗战纪念馆———福新面粉一厂及
堆栈旧址———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

去年，“漫步苏河湾”线路成

为“网红”，如今，这条线路上推出
了几处“新”景点，其中就包括去年

底刚刚对外开放的元利当铺旧址

博物馆。元利当铺曾被誉为“海上
第一当”，其旧址是上海仅存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当铺建筑。在
博物馆中收集了当时多家典当铺

当票，几乎张张都如“天书”般难以
辨认。讲解员介绍，当铺有自己独

特的专用异体文字，形成“当字

体”，一般外行人不易识别，是为
“防伪”。在晚清民国时，政府曾下

令让当铺用正楷书写当票，但各地
当铺还是坚持使用“当字体”书写。

据了解，福新面粉一厂及堆栈
旧址和上海中国银行办事所及堆

栈旧址，这两处原有的景点也继续
进行了修缮，观众可以参观的内容

更丰富了。 本报记者 吴翔

    前几天，一场“云”上直播吸粉无数，直播的主角是去年 10月
重新对外开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那些“压箱底”
的历史故事重回观众眼前。不仅如此，“去年的‘漫步苏河湾’这条

线成了网红，今年，在这条线路上，增加了元利当铺博物馆，还继续修缮了几个景点⋯⋯”静安
区文化和旅游局调研员张众说。今年，几条红色热门线路不断推陈出新，全新的游览方式，让观
众与红色文化越贴越近，微风拂面，一片丹心。

让你看懂“四小天鹅”的窍槛
上芭公开训练课直播上线

心相映别样

    静安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推陈出新 游客体验更佳新
红

    半个小时的基训课让演员们额

头脖颈都已沁出密密汗珠，转战排
练厅，上海芭蕾舞团公益公开课第

三期直播今早上线。“是不是有点
冷，要不要把温度调高一点？”演员

们鱼贯而入，尾随其后的上芭团长
辛丽丽关上门，调高了室内温度。

经历前两次“摸着石头过河”

般的直播试水，今日，演员们的状
态愈加从容。而直播公开课的内容

也有了“升级版”。今天呈现给观众
和芭蕾爱好者的都是有一定难度

的动作和舞段。

越来越多的关注者不甘心“看

看而已”，而是提前辟出家中一隅，
跟着伸伸胳膊抬抬腿，或是来几个

小跳舒展身体。有人说，“看着挺简
单的动作，做起来还挺难的。”“原

来以为跳得快很难，没想到跳得慢
更难，根本站不住。”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直播还准

备了特别惊喜给观众，那就是中国
观众最熟悉的芭蕾舞《天鹅湖》中

“四小天鹅”选段。但每年那么多舞
团带来那么多不同版本的《天鹅

湖》，观众看“四小天鹅”也看了无数

遍，究竟怎样才算好？今天的舞段训

练，就是通过内部训练的曝光，让观
众识得看懂“四小天鹅”的窍槛。

排练阶段，辛丽丽也迅速转化

“严师”人设，演员有动作不到位都
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不要跳得太

像个人！（你们是鹅！）”“动作要统
一，你们四个天鹅是从四个国家飞

来的？”这样的点评让人忍俊不禁。
有网友说，想不到“芭蕾女神”辛丽

丽还是排练厅里的段子手。在辛丽
丽一番雕琢下，“四小天鹅”面貌焕

然一新。 本报记者 朱渊

■ 辛丽丽（左）指导演员跳“四小天鹅”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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