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拉弹唱皆在行
要细数宋国强到底有多少能耐，真不是

容易的事。若在早年间，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位
杂家，能文能武、能进能退。
搞文艺，宋国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在宋

国强转型做幕后，撑起后台“一片天”之前，是
从乐队“大管首席”的位置上下来的。而最初，

他能进入上海交响乐团，靠的是自幼练就的

手风琴技艺以及曾学习京剧音乐、会打击乐
的才能。

上世纪 70年代初，上海交响乐团和合唱
团正准备创排交响乐《智取威虎山》，他们在奉

贤边排边选招人才补充队伍。当时，上交当家
人曹鹏一眼相中了拉了一手好琴（手风琴），又

在上戏学习京剧音乐，会打击乐的宋国强。
“《智取威虎山》本身就是带有戏曲元素

的民族交响，可能曹鹏觉得我会打击乐，又
在京剧音乐中浸润过，很合适。”就这样，原

本是考合唱团的宋国强，被曹鹏直接招进了
上交。考虑到他的未来，也看好其聪颖和才

能，黄贻均又送他前往中央乐团跟着大管演
奏家学习。

尽管，大管陪伴了宋国强半生，可直率的

他坦言：“吹拉弹唱里，最不喜欢的就是大管，

我觉得我至今不能理解它。”这或许也是他早
早转型，从台前转去幕后的原因。

撑起后台“一片天”

如今，宋国强的身份是“乐队长”，日常工
作包括“组织乐队展开排练并协调排练进度”

“确定出场演奏员名单和座位”“与指挥沟通
排练日程及内容”“处理突发事件，作应急人

员协调”……有演出的时候，他的身份原地即
时转换为“舞台监督”，大到声控音响问题、?

到上下场轮候通知，一切都跟他有关。

要将琐碎的常务工作安排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又要在演出进行时“掐分夺秒”地

掌控全场，没点排兵布阵和运筹帷幄的智谋，
还真干不下来。他的这套本领，得益于 1994

年被乐团安排赴法进修的一段经历。
当时，宋国强是被送去法国一家著名乐器

公司进修乐器修理。可“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
都要会一点”的宋国强，在法国不仅学习到了乐

器修理的专业知识，还看到了外国公司的管理。
“大部分员工都主动选择提前 2?时到岗，每个

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司其职。”
法国进修时的所见所学，帮助他顺利完成

角色转变，从演奏员成为一名管理者。宋国强
说：“搞艺术的人，需要感性思维多一点；搞管

理的人，需要理性思维多一点，但无论是搞艺
术或者管理，都要兼具感性和理

性，尖端艺术离不开自我管理，
管理的极致就是艺术。”

“管家”的隐藏技能
在宋国强成为一名优秀的“大管家”的路

上，他平生的最大爱好是台球，也堪称其“神

助攻”。1983年回到上海，他在工作之余便迷
上台球。

机缘巧合，他在台球房遇到了曾经跟他
学手风琴的蒋绍国。原本是一个教一个学，

如今调过个来，还是一个教一个学。天赋加

勤学，宋国强进步飞速，短短三年，便拿下了
上海市职工台球比赛的亚军，更在 1988年

获得上海市台球协会颁发的年度 A级运动员
的荣誉。

在他看来，打斯诺克讲究的是速度、力
度、角度，看似是一球一球地打，却要纵览全

局、筹谋安排，这和日常制定排练计划以及后
台管理很像，都是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的过

程，“打台球训练了我的思维，加强逻辑的严
密性，这也是后台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

今年，是宋国强进入上海交响乐团第 50

个年头，从 18岁入团至今，他经历了曹鹏、黄

贻钧、陈燮阳、余隆四位指挥家领导乐团的时
期，也从当时乐团最年轻的乐手，变成了今天
还在乐团工作的最年老的一

员。回看在乐团的 50个春秋，
宋国强感慨：“都说我是全能型

选手，但这‘全能’不只是自己
的努力，还有乐团和历任领导

对我的培养，上交就像是我的
另一个家。”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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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复演后上海歌剧院登陆剧场的首部

原创舞剧，《嫦娥之月亮传说》于昨今两晚登
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当一轮直径 8米的圆

月在舞台上升起，这部凝结着新东方主义美
学和现代科技的舞剧，新颖完美地展现出这

段流传千古的传说。

重新演绎千古传说
该舞剧由青年编导马涛等创排，集合了

高广健等近年国内舞台剧界优秀的主创团

队，及上歌舞剧团杨晶晶、谭一梅、宋雨等优
秀青年演员。在久违的剧院舞台上，重新演绎

这段流传千古的月亮传说。

这轮硕大的“月”，既是月亮的具象，也通
过旋转表达出白天与黑色的轮转，长达千年的

时间长河缓缓流逝。伴随着悠扬乐声，翩然起
舞的舞者们穿梭于其中，在光与影的照衬

下，述说着一曲感人心肺的“千年恋曲”。
全剧将人们印象中的月、影、天、地、仙、

人等诸多形象展现于舞台。那些传说中的琼
楼玉宇、玉兔桂树，除了炫目，更有一份时尚

感酝酿其中。无论是后羿射日的高点、射日场

景时金乌鸟与心魔的影射以及天宫场景的灯

光的使用，皆打破了常见的舞美思维。

主演团队青春靓丽
台前青春靓丽的主演团

队面对此次高技术含量的编
舞，凭借过硬的舞功完成得轻

松流畅。上海歌剧院首席舞者
杨晶晶，扮演嫦娥仙气逼人，

舞姿更是美妙动人。
饰演另一位嫦娥和后羿

的谭一梅和宋雨，首次以主演

身份担当原创舞剧首演任务，
两人配合默契，把甜蜜悸动、

爱情萌发的情愫通过舞蹈的
肢体语言、彼此间爱的眼神诠

释得唯美动容。夺人眼球的群
舞片段“后羿射日”“仙女群

舞”也极具观赏性。
“上海是大都市，带给观

众的视觉效果一定要是盛宴
级的。”造型设计师贾雷说，

“这部剧是一个东方题材的古
典故事，人物造型最大的主题

就是‘新东方主义’，给人们带

来视觉上的冲击。”视觉总监高广健说：“我们

希望制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广寒宫’，每一个
场景会让你觉得是符合想象中的画面，但又

超乎了你的想象。” 本报记者 赵玥

管理后台也要运筹帷幄
上交幕后大管家宋国强的多面人生

上海歌剧院舞剧《嫦娥之月亮传说》呈现东方美学

一轮八米圆月亮 一座独特广寒宫

“乐队演奏员，乐队演
奏员请上舞台做准备。”每
天早晨，宋国强都会准时打
开广播，召集演奏员们开始新一天
的排练。虽说 68 岁的他早已过了
退休的年纪，却被返聘至今，大家仿
佛忘记岁月在他身上的流逝，而是
习惯被那熟悉的声音呼唤上台，习
惯矫健的身影忙碌于后台，习惯遇
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找到这位后台
“大管家”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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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之月亮传说》剧照 记者 郭新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