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祖宗的好东西”，如何保护，如何

传承，如何发扬，一直是传统文化在新时
期、新世界里的新课题。 无论是“中国诗

词大会”，还是“汉字风云会”“国学小名

士”“诗书中华”等综艺，都是希望让那些
古旧的东西在更广阔的平台上， 得到关

注，得到欣赏。 “老祖宗”嫁接“新土壤”，

才能让新的文艺之花盛开。

所以，《浮生六记》走进了苏州最古
老的园林沧浪亭， 如今又来到了上海

摩登地标新天地。 所以，千年唐诗宋词

化成水磨调， 伴着月光和鼓点，“声”入
人心。 借景，沉浸，跨界……种种尝试都

是一次次探索。 形式不同，语境不同，

情绪不同，但不变的是个中精华。 这是

中国文化的底蕴与底气，经千年仍能引
发共鸣。

生命力不止， 在于文化艺术本身的
美丽与魅力， 而其终极表现便在于是否

在每个“当代”都能拥有知音，尤其是年

轻的知音。 新与旧相融， 并不是赶赶时
髦，摆摆噱头。非遗文化昆曲与重建后的
石库门以及老船厂相遇， 如果这样的一

场新旧碰撞能够引来一些孩子的兴趣和
追捧，便是意义所在。

    如果是冲着上海昆剧团的花脸名家吴

双来看昆曲唱词会《唱着唱着几千年》，大概
你会有个疑问，这个哪怕跑龙套也能抢戏的

戏痴，怎么当起主角，连追光都不给自己打
一束？甚至第一首词《忆王孙》都开唱了，大

家才从观众席间发现吴双的身影。
他倒也不是刻意将自己藏起来。散场

后，吴双从化妆间推门而出，行至 1862时尚

艺术中心依傍的滨江边，穿着白汗衫、运动
裤，没有了净行标志性的脸谱，他就像个来

遛弯的普通市民。谈到舞台的设计，吴双说，
几十年的科班训练，一唱起来总是龇牙咧

嘴，于这样的清唱会，若是光太强，实在不好

看，索性把聚光灯投射给

大鼓、古筝、笛箫、中阮、钢
琴的演奏家们。

座椅上的“你回来了，真好”手写卡片，
是剧场的心声，也是吴双的心声。若不是疫

情，在传统天地忙得脚不沾地的吴双或许没
有闲暇做这样一台演出。从 5年前开始的

《双声慢》系列到现在的《唱着唱着几千年》，

都是吴双和朋友夜半碰撞出来的火花。最为

人津津乐道的，是吴双的老朋友宣振兴在饭
桌上听他随口唱了几句宋词，认真地对他

说：“请你把老祖宗的东西还给我们。”词唱

系列音乐会就此一发不可收。
台下的观众，最常见的是 3至 7岁的孩

子及家长。返场曲目前，吴双问了一句，有没
有人知道要唱什么。一片沉默反倒让他欣

喜：“好！都是新观众！”在中学做普及讲座
时，吴双唱了一句流行音乐版的“明月几时

有”，随后又唱了一句昆曲版的“明月几时

有”，学生们无一例外更喜欢后者。昆曲的一
唱三叹，以及对于字、腔、韵的玩味，让其文

学性和音乐性结合得至善至美。吴双感叹：
“昆曲从几百年前的流行文化变成如今的小

众文化，只是因为大家心里的那根弦还没拨
到，拨到了，观众就过来了。”

今年没有演出的时候，上昆很多艺术家

参与了抖音“艺起前行”活动，发布自己居家

练功的日常。吴双也不例外，从录制老少咸

宜的《射虎记》开始，上线给网友讲故事、猜
谜语。一段 5分钟的视频，吴双要录上数十

次，耗上一天。坚持了几个月，最多的一条抖
音视频也只有 160个赞。吴双倒也不气馁，

没有人看他也要做，不是为了引流，而是给
自己多一次练艺功的机会。他说：“ 短视频

让我又多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本报记者 赵玥

马上评

“声”入人心
□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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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遇冷不气馁
只为拨动那根弦

刘炜接过大鲨鱼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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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着，唱诵着
这两出昆曲演出，一出来自表演艺术新

天地的邀约剧目，一出来自吴双多地巡演的

演出品牌。形式感十足，新鲜感十足。《浮生
六记》原是苏州沧浪亭的文旅驻演项目，每

周六上演，票价高达 1580元，剧场版（又名
风花雪月版）演至法国巴黎。这次在新天地

上演的，是为新天地一号会所量身定制的厅

堂版，也称布衣菜饭版，免费对公众预约开
放。

屏风一般的白墙连接两扇玻璃门，成了
上场门和下场门。古朴的场地内有潺潺流水

和江南园林景致，二楼的雕花走廊、台阶、青
瓦白墙都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舞美布景。移

步换景间，沈复追忆着与芸娘共同生活的片
段，悲欢离合，一眼万年，妙趣却又融于一箪

食一瓢饮中。苏州布、苏州衣、苏州菜、苏州

的馄饨担，撰为四折“布衣菜饭”，可谓芸娘

所说的“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
也”。

而在 1862时尚艺术中心里上演的《唱
着唱着几千年》，千年的唐宋诗词化入昆腔，

《声声慢》《菩萨蛮》《相见欢》⋯⋯长短相间，
依字行腔，吴双照着《碎金词谱》还原出这些

诗词当年的面貌。吴双和演奏家们隐匿于观

众席中，缓步走向舞台，时而在乐池吟诵着
柔情似水，时而在拉开的大幕中，伴着倾泻

的月光和富有韵律的鼓点挥洒豪情万丈。

优雅着，年轻着
观看《浮生六记》的观众在候场时，会先

被邀请至甜品台品尝一杯清甜的黄酒和几

味苏式小点。艺术家吴思骏为剧目创作的
《兔女郎樵雪系列之浮生六记》画作也置于

显眼处，演出尾声，三位青年音乐家燕小侠、

宋臣、金莉莉组成的“浮生乐队”现场演唱剧

终曲《青衫》，用余音伴随着观众踏出这隔世
的梦，融于闹市间。

1862时尚艺术中心为观众准备了一张
手写的欢迎卡，每一位实名购票的观众，都

会在座位上收到自己的专属卡片，“你回来
了，真好”，寥寥数字，情意绵绵。现场的观

众，有身着传统服饰、头戴簪花的年轻女性，

更多的是带着孩子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家
长。散场时分，不少家长问身旁的孩子是否

喜欢，是否以后打算追随上海昆剧团的大戏
演出。还有家长想送孩子去学习古筝和琵

琶。
尽管昆曲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在这样的

鲜活演绎下，却始终洋溢着年轻。非遗文化
昆曲与重建后的石库门以及老船厂相遇，传

统与现代交错，千年文化精粹，直抵心底。

本报记者 赵玥

行走洋房赏雅趣
坐卧江边唱千年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在时尚地标看昆曲表演别有韵味

 昆曲名家吴双———

    新天地一号的老洋房里，着长衫的“林语堂”走出，仿佛画
外音一般，讲起自己偶然翻阅的《浮生六记》，引导室外观众走
进厅堂，在昆曲的世界里感受清代文人之雅趣。黄浦江边，昆曲
净行名家吴双撑着一把油纸伞，以昆腔唱起了千年以前的诗
词。这几日，在焕发新生的时尚地标里，千百年的文学作品跨过
茫茫时空，与昆曲来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