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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情绪也有大诗意
在《只有爱·戏剧幻城》中，王潮歌首

度将视角从大山大河间、历史人文中转

向爱情。以“善变”著称的她活用六个剧
场，以超过 50部剧目同时演出来打造一

座戏剧幻城，幻城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爱
情，有喜相逢，就有伤别离；有一眼万年

也有求而不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美

满，世间的阴差阳错也是寻常。
“千百年来，爱常常被人讨论，但从

未被下定义。这世上仿佛每个人都知道

爱，却又没有人清楚什么是爱。”聚焦于
爱的主题，王潮歌就是想和每个走进“戏

剧幻城”的人聊聊爱。

她说：“爱情，不应该只是一件小事，
要看到它的广度和深度，理解它的宽阔

和深邃。”就艺术家而言，爱情是特别的
生命体验，也是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你可以体验爱情带来的患得患失的小
情绪，也可以去探寻其中蕴含的哲思，感

受那种大诗意。”

我喜欢的你也喜欢
从穿衣打扮到为人处世都率性洒脱

的王潮歌，也拥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爱情，带来不
同的生命感悟，这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也

是成长的重要养分。“我的初恋来得很
早，十三四岁，就喜欢上高中的小哥哥，

暗恋许久。那是一份懵懂的美好。”而如
今，早已成家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王潮

歌的爱情却没有陷入俗世烟火，丈夫的

关爱和家庭的支持成为她勇往直前的底
气。

被公认为“工作狂”的王潮歌，做实
景剧，常常数月半载不归家。可就算是创

排《印象·刘三姐》埋首于桂林阳朔的那
段日子，她和丈夫徐东也从未有过长期

的分离。“那时候，先生一周会从北京飞
来一次，看我，也看我如何工作。”让王潮

歌觉得幸运的是，她遇到的爱人，并不只
是对她本身感兴趣，而是对她的工作和

她所热爱的事情也刚好喜欢。“如果他只
是因为思念我，一周飞来一次，给我做

饭、照顾我什么，这样的相处不会长久。
我很高兴的是，他来既是因为想我，也是

好奇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的相聚，不是
避开人群卿卿我我，而是他和我一同扎

入剧组，去分享艺术创造的快乐。”
随着女儿的出生长大，这样的相处

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多了同行者。
如今，王潮歌天南海北地飞，家人但凡有

空就会举家随行。老公带着女儿，甚至还

有退休的父母，这样的阵容，让王潮歌时

常自豪，“家人陪我一同看世界，这感觉
真好！”

你旁观她才有未来
孩子，都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王潮歌

的小女儿也在爱中长大，虽然这个妈妈

超忙的，但却也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和
最宽阔的世界。在当代职业女性几乎都

在面临“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挑战时，王
潮歌的状态就让人分外羡慕。“管”孩子？

不存在的。“现在的零零后，他们并不只
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他们自己，长成自

己喜欢的样子。”王潮歌觉得自己在教育
上最大的体会，就是懂得了“旁观”二字：

“我会仔细观察孩子的喜好变化，看哪些
爱好会被保留下来，估摸着就是真的热

爱，然后拼命支持和鼓励她。”

王潮歌的女儿爱画画，是她带着她

走南闯北的时候发现的，三岁就跟着妈
妈到各地工作的小小孩，一推开酒店房

门，就扑到床头柜找铅笔和便签纸，画出
各种图形，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如

今，女儿又迷上了绘甲，即便高考在即，
王潮歌也很淡定：“没有说，人一辈子有

一步必须踏在高考这个点上，人生那么

长，我想她找到自己的热爱，这才是最紧
要的。”

本报记者 朱渊

无论是因为费玉清一句辗转跌

宕的“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还是历
来扎根于中国山河大地的实景演出

“印象”系列、“只有”系列———都是
从传统土壤里开出的时尚的花儿。

费玉清的歌喉，有着独有的“抖
音”，与他同一时代的台湾歌手如黄

仲昆等，都是在歌厅起步，受到当时

日本传统的演歌影响比较大———这
种结合日本江户时代各地民歌唱腔

以及当代日本流行曲风的形式，特
色就在于曲调悠长而婉转， 情感饱

满而深邃。 这也是《一剪梅》的艺术
特色，也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

句歌词， 之所以在费玉清宣布隐退
之后，意外红遍欧美的主要原因。外

国友人并不太清楚这八个字的意
思， 只是对费玉清的歌艺 “不明觉

厉”。

王潮歌， 则是实景演出导演里
最擅长挖掘民族元素、 融入现代表

达， 并把这一理念明晰阐述的艺术
家。 她会直接问大家：“你可知道琵

琶有几根弦？ ” 这个问题难倒一大
片。多年来，她的作品均是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并在各地生根发芽。

若问雪花为何飘飘， 那是因为

传统文化。 朱光

    随着上海剧场陆续开放，在演出停摆近

五个月后，上海大剧院也将于今晚以上海芭
蕾舞团经典版《天鹅湖》拉开了疫情后的复演

序幕。

尽管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昨晚受
邀观看彩排的张文宏还是在百忙中赶到大剧

院。上海逐步恢复演出，也意味着上海市民逐
渐回归常态化的生活。“离开了艺术，我们的

生活也会变得苍白。”张文宏感慨道。

从未停止过
对于如今大家关心的北京疫情的新情

况，张文宏坦言：“你们要相信，防疫专家们在

策略的采用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抗疫团队，哪
怕一分一秒也从未停止过抗疫工作。守护着

广大市民，希望大家能够过上正常生活。”
但他也反复强调和提醒市民，在抗疫初

期就养成的卫生习惯不能丢，公共场合要注

意通风，人口密集处要戴好口罩并勤洗手，

“你们的卫生习惯养成得越好，就能越接近正
常生活。”

对于大家关心的现阶段的抗疫工作，张
文宏说：“大家要相信，我们和他们（芭蕾舞演

员）一样都是专业的。上海整个防疫队伍，包
括疾控中心、防疫门诊、海关都是专业的，我

们工作的时候也是美丽的。”

重返大剧院
1998年上海大剧院落成伊始，开台大戏

便是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随后众

多国际名团的“天鹅海洋”在此竞相起舞。疫

情期间，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选段在上海
大剧院“有光，就有戏”线上特别放送中精致

呈现，观众通过弹幕和评论刷屏的方式，纷纷
表达尽快“剧场见”的强烈愿望。

经典版《天鹅湖》敲定作为复演首台剧目
后，第一时间向“白衣天使”等抗疫勇士发出

邀请。今晚，大剧院特别安排了一场医护工作

者导赏专场，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金牌讲师
吴洁将为这批来自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抗疫医护工作者代表介绍
欣赏舞剧《天鹅湖》的门道。

防控常态化
5月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上

海大剧院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常

态防控、预约限流、人员管理、应急机制等方
面做足准备，精细化方案。上海大剧院的大剧

场、别克中剧场、小剧场三个剧场，按规定同
档期内只开一个剧场，可售票划定不超过

30%的“红线”。剧场台前幕后各处公共空间

的清洁、消毒、通风工作每日定时进行，平常
用作发布演出信息的提示牌、电子显示屏等，

也成为防疫宣传的重要园地。口罩、手套、洗
手液等防护用品配备充足，为复演后的演职

人员和观众提供必要的防护保障。
《天鹅湖》之后，6月 30日至 7月 1日上

海歌剧院修改提高后的新版歌剧《晨钟》将亮
相，7月 5日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乐》音乐

会也将接棒上演。 本报记者 朱渊

好习惯不能丢
张文宏观看《天鹅湖》彩排不忘提醒防疫小贴士

和家人一起看世界
听《只有爱·戏剧幻城》导演王潮歌聊聊爱

马上评

雪花为何飘飘

    她是第 29届奥运会核心创意成员之一，也是“又见”系列情景体验
剧、“只有”系列戏剧幻城的创始人，她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女
导演，她就是王潮歌。

历经 476天的筹备和制作，明日，王潮歌所打造的“只有”系列第二
部作品《只有爱·戏剧幻城》将在江苏盐城拥有 3000万朵鲜花绽放的大
丰荷兰花海上演。演出前，王潮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聊爱情和家庭，也
聊艺术和追求，始终活得热力四射的潮歌“女王”说，活出自己最美的样
子，保持热爱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

真真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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