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名家李军 >>>

“没准大叔”每周 3 场直播，准叔有

准，和您聊聊东、西、南、北、京

昆曲名家谷好好>>>

最初直播时的手足无措，到如今上昆
仿佛“人人都是主播、导演”，要成好角儿，

直播是我们的新课题

沪剧名家茅善玉>>>

传统艺术通过线上有了更广阔的传
播媒介

越剧名家钱惠丽>>>

倚老不卖老，希望借
此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对

越剧产生兴趣 ，

真正的舞台艺术

在剧场等待大家

评弹名家
高博文>>>

直播间
一开放，我们

很多 “潜水”

的老听众找

到了组织

    淮剧名家梁伟平开直播， 刚开始

有些手忙脚乱， 但他向年轻弟子虚心
求教，师父放下架子，徒弟倾囊相授，

结果，直播效果很好，他自己直言意犹
未尽。

淮剧是小剧种， 梁伟平几十年如

一日，从学徒做到师父，其间也经历过
诱惑，身边朋友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

国，但他坚持留了下来，将淮剧的火种
精心呵护，发扬光大。迎来社交媒体时

代，年过六旬的梁伟平丝毫没有懈怠，

反而拥抱新技术，服务新观众。

梁伟平身上展现的， 其实是艺术
家对时代一贯的积极姿态。 就像当年

进入电视时代，梁伟平的老师一辈，在

摄像机镜头前唱念做打， 让戏曲艺术

走进千家万户；如今，梁伟平们早已功
成名就，桃李满天下，但仍紧紧抓住时

代的脉搏， 培育年轻的戏曲粉丝为艺
术刷屏。

不止淮剧，京剧、昆曲、越剧、沪剧
和评弹等剧种的名家， 如李军、 谷好

好、钱惠丽、茅善玉和高博文等，均在

直播中露脸，为自己的剧种站台吆喝。

他们说：倚老不卖老，直播是我们的新

课题，也为“潜水”的老观众找到组织。

直播中， 除了欣赏老艺术家的精

湛表演， 观众通过手机屏幕还可以看
到许多戏曲表演的资料照片， 了解历

史，追昔抚今。这是艺术家们心里的小
念， 也是他们肩上的大任———传承是

一个剧种赖以生存的根本要素， 而代
际相传则是她的力量之源。他们如此，

以后，他们的学生也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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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本报讯（记者 吴翔）原创芭蕾

舞剧《马可·波罗》和红色主题大型
杂技剧《战上海》6月下旬和 7月初

将先后献演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据
悉，两部剧目明天全面开票，在符合

目前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保持上
座率 30%以内的座位开放。

原创芭蕾舞剧《马可·波罗》为
“一带一路”主题原创芭蕾舞剧，将

于 6月 26日、27日在文化广场以优
雅舞姿呈现丝绸之路上的爱情咏叹

调。这部剧由上海芭蕾舞团出品，以

《马可·波罗游记》为蓝本，由西班牙

国家芭蕾舞团前艺术总监约瑟·马

丁内兹出任特约编导，世界著名时
尚大师皮尔·卡丹加盟舞美与服

装设计，奥斯卡颁奖典礼音乐总
监丹尼尔·沃克担任作曲。《马可·

波罗》曾于 2010 年首演于第 12 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可·波罗

即将返回家乡威尼斯之时，奉忽
必烈大汗之命护送其女阔阔真公

主远嫁波斯，历经两年的海上漂
泊，历经海上丝绸之路的种种艰难

险阻，最终却不得不将美好的感情

永远埋藏在心底⋯⋯

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
校联合创排的红色主题大型杂技剧

《战上海》，去年国庆前夕曾在文化
广场上演过，该剧以解放上海战役

为故事线索，真实展现解放军在攻
克四川路桥北岸邮电大厦、四行仓

库等战斗时的壮烈场景，讲述地下

党为保护发电厂等重要城市设施，
彻底粉碎敌人破坏计划的感人故

事。此次二度回归的《战上海》在经
过 2019 全年多轮演出和修改打磨

之后，将于今年 7月 1日、2日登台，
带观众打开红色记忆之门，重温信

仰的力量。
《马可·波罗》与《战上海》这两部

剧目作为上海文化广场向建党 99周
年的特别献礼———邀请观众一同探

寻“一带一路”，重温红色信仰。

    一直觉得直播是年轻人才
赶的时髦， 淮剧名家梁伟平花
甲之年学吹打，闹出不少笑话：

第一次直播时， 他紧张得声音
都抖了，还误以为圆环形的补光灯是镜头，后来才发现摄像头
来自小小手机；看到观众刷礼物，他忙不迭地劝说网友“不要
花钱”……

青年淮剧演员王俊杰是梁伟平的学生（见上图），面对直播
经验丰富的徒弟，梁伟平反过来虚心求教，“直播的流程操作都
是他教我的，原来我手机里都没有抖音，没想到，不抖不知道，

一抖忘不掉了”。 一段时间下来，梁伟平直播已经驾轻就熟。 上
周末非遗日的直播中， 梁伟平和青年演员陈丽娟演绎淮剧版
《牡丹亭·惊梦》时，抖音热度一路攀升至小时排行榜第 1名。

代代相传 □ 金雷

相关
链接

直播间里还愿
梁伟平从他初学淮剧的时

光引申开去，通过许多经典剧目

带大家回顾了淮剧的发展及他
个人的艺术人生。梁伟平脑海中

还清楚地记得刚进上海淮剧团
时的情景，他第一次登台，是

1984年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

参加星期戏曲广播会。一转眼他
已年过半百，明年就是梁伟平从

艺 50周年的日子，想到此处，他
不禁感慨万千。

曾为上海淮剧团编写了多部
优秀淮剧作品的著名编剧乔谷凡

老师也来到直播现场，让直播间
平添了一份温暖和感动。梁伟平

唱了一段《吴汉三杀》，深情地说
道：“乔老曾为上海淮剧团的发展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年，乔老
希望我能演绎《吴汉三杀》，但由

于种种原因并未如愿，今天在现

场，我要还愿。”
唱念做打，唱字打头，梁伟平

希望，淮剧能在唱之外，留下一些
什么。他将自己颇具代表性的三

台小生戏《罗英访贤》《卖油郎独
占花魁》《游园惊梦》悉数传授给

学生，让其他剧种的经典身段融

入淮剧的唱词，这三台戏可以作

为淮剧化的范本，规范淮剧小生

的身段就可以从这儿开始学，由
此推及其他行当，让淮剧也可以

做到代代相传不走样。

传承任重道远
筱文艳、马秀英、杨占魁等老

一辈淮剧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仍历

历在目，而今梁伟平作为一名非
遗传承人，“传承”的重任更是责

无旁贷，“传承不是乱来，经典稍
微变一变不叫创新，这叫搞破

坏”。

这周开始，梁伟平要给淮剧
团的所有演员上公开课，帮助大

家练练发声和唱腔。对于发源于
苏北的淮剧而言，各地的淮剧团

用的是各地的方言来唱，但上海
淮剧团只应该有一种语言，那就

是上海的苏北话。梁伟平表示，整

个淮剧界都看着上海淮剧团，借
这个集训的机会，应该好好给大

家纠正一下吐字和咬字。“我们当
初招的这批青年演员至今已经有

十几年了，希望将来可以申请，请
戏校再招一批淮剧班的学生，对

淮剧来说，传承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赵玥

《马可·波罗》《战上海》明天开票
文化广场保持上座率 30%以内的座位开放

文体人物

名家话直播

■ 《战上海》剧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武
训
先
生
》剧
照

■ 《金龙与蜉蝣》剧照

■ 《西楚霸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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