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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1日晚 7:30，上海交响

乐团演艺厅将举行一场《长相
知———方琼古诗词歌曲音乐会》，

在夏日里，为上海的观众带来一股
充满古风雅韵、温润沁人的新风。

音乐会当天还将在多个网络平台
进行同步视频直播。

音乐会上，上海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主任、歌唱家方琼将演唱
《阳关三叠》《长相知》《凤凰台上忆

吹箫》等古曲，赵季平、奚其明、谭
盾等当代作曲家根据古典诗词创

作的《黄莺吟》《幽兰操》《静夜思》
《越人歌》等近 15首古诗词歌曲也

将一一上演。

《长相知———方琼古诗词歌曲
音乐会》从 2016年诞生至今，该音

乐会在多地上演了十场。方琼在曲
目的编排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古人吟诗喝茶唱古曲，音调清淡
平缓，不像现在的歌曲那样高亢激

昂，如果整场音乐会都是这样的旋

律，观众肯定坐不住”。因此，音乐
会包含了两部分的音乐内容，既有

古曲，也有近现代作曲家为古诗词
谱曲的作品，在保留古典诗词韵味

的同时，以多样的手法展示出更丰

富的层次。 本报记者 吴翔

曾经爱追风
如今迷尺八
———记热爱复古机车

的笛箫演奏家金锴

    今年的“上戏艺术季”本周启动。2020

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上戏艺术季也因疫
情而推迟举办，如今，它将以“2020特别版”

的方式亮相，通过线上平台连续 6天推出
16部展演与展览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因

不能现场排演或制作作品而在云端磨合出
来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亮眼的当属两部疫

情期间原创的抗疫题材作品，大型话剧《护
士日记》和广播剧《目标！武汉》，两部剧都

是上戏对“线上演出”的尝试与探索，也开
创了艺术教学的新模式。

上个月，上戏实验剧院重新开启后的
首部公演剧目就是《护士日记》，这个剧围

绕“成长”的主题，生动展现抗疫“大考”下
的众生百态，致敬白衣天使。该剧也是上海

戏剧学院第一部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剧目，
该剧的建组及排练始于“云”上，早在今年 3

月 9日，《护士日记》建组会就在线上举行。
从线上到线下的三个月里，《护士日记》剧

组并没有被动地等待剧场重启，而是将其
制作为同名广播剧，并在 5月 12日国际护

士节当天上传到喜马拉雅平台供大家收
听，也为舞台演出进行了预热。

另一部抗疫题材广播剧《目标！武汉》，
已经于 4月 14日登陆喜马拉雅。该剧通过

以秦佳佳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和以秦父为代
表的普通百姓在面对疫情时的矛盾冲突，

描写了各行各业的人是如何拧成一股绳、
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故事。

“其实从疫情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念
头，要为奔赴‘战场’的医护人员，为提供支

持的普通人写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中国

人在大灾面前的凝聚力和奉献精神！”上海
戏剧学院创作中心主任赵韫颖说。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的上戏艺术
季，是为了展示上戏各专业毕业班的毕业

演出、毕业展览以及其他来自师生的艺术
创作，并通过打磨，将教学作品提升为成熟而优秀的可推向社会

的作品。此次《护士日记》和《目标！武汉》的创作，为今后的戏剧
排演提供了新的经验，将推动上戏进一步探讨网络环境下表演

艺术的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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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吹来雅韵古风

    周五晚，上海民族乐团品牌项

目《海上生民乐》音乐会将上演于上
海大剧院。这是上海民族乐团因疫

情暂停剧场演出以来，首度重返剧
场舞台。这两天，下午的排练结束，

民乐团的办公室走廊里，总会响起
尺八的声音，那是笛箫演奏家金锴

给自己开的业余兴趣小灶。

这段时间，金锴迷上了尺八，而
在此之前，他在朋友圈里的形象是

热爱复古机车的摩登青年。记者见
到金锴的当天，他的蓝衬衫里透出

隐约的胸肌，严于律己的他，哪怕疫
情期间也没有落下过身材管理。

近些年登台演出，尤其是独奏
时，金锴常常能感受到来自内心的

压力，而他释放的方式便是开着自
己心爱的长江 750 挎斗摩托车，去

感受风和自由。金锴的摩托车情结

源自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剧中人

物骑着挎斗摩托车的样子，太帅气
了。他的一位邻居，每天晚上都会骑

摩托车回来，停在楼下，金锴总会悄
悄坐上去过把瘾。直到工作以后，他

才终于可以为自己的热爱充值。
和玩重型机车的“炸街党”不一

样，金锴玩的是复古机车。有时候金

锴会和车队的朋友一起兜风，也会叫
上儿子金典一起，可是儿子的性格连

老父亲都感慨“太稳了”，儿子总是在
刚开出去没多久的时候便对爸爸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复工前，金锴的白天都用来陪

儿子练琴，晚上则是属于他自己的
时间。在书房里吹一支箫，感受文人

士大夫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情怀，
让他有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乐。

对金锴来说，每一样民族乐器

都有自己的性格，笛箫如是，尺八亦

如是。适应的过程，并不容易。尺八
从唐代传至日本后，成为日本僧侣

修心念经的法器，近十几年才又重
新在国内兴盛，吸引不少年轻人学

习。接触到尺八之后，金锴发现这个
乐器学起来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

能修炼自己的内心，可以使自己变

得很平静。
这些年，金锴尽量让自己保持

一个平和的心境，他觉得，太亢奋或
是激动的情绪，容易让自己失控，对

于舞台呈现是有干扰的。他举了来
自中国台湾的表演艺术团体优人

神鼓的例子，金锴很认同他们“道
艺合一”的理念，真正的艺术家必

须要能将自己生命的修炼与生活
美学的实践融于一身，而这也是他

努力的方向。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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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八，中华传统古乐器，是竹子

的根部直接制作而成的管状乐器，以
管长一尺八寸得名。 音色苍凉辽阔、

兼具空灵、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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