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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在这附近 10

多年了，看着上音歌剧院
从停车场变成了现代化的

歌剧殿堂，我每年都会给
这里画一幅素描，画笔和

我们一家人一起见证着上音歌

剧院迎来周岁生日。”疫情后第

一次走进剧场的观众翁以路，收到了

“邻居”剧场送给她的特别礼物———一

枝蓝色妖姬和一张纪念演出票。9 月
15日，上音歌剧院迎来试运营一周年，

“经典歌剧选萃之夜”音乐会于 15日、
16日、18日在这里上演，和观众一同

庆生。
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莫扎

特《费加罗的婚礼》、比才《卡门》、多尼

采蒂《爱之甘醇》、莱昂卡瓦洛《丑角》、
普契尼《波希米亚人》……一个个经典

歌剧作品中的著名唱段，在上音歌剧
院的舞台上响起，带领观众领略歌剧

艺术的无穷魅力。这场酣畅淋漓的歌

剧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演
出，上音声歌系的师生联袂登台。首演

之日，上音歌剧院邀请 7名与歌剧院
同一天生日的会员携亲友前来观看演

出，还为到场的观众精心准备了鲜花
和极富纪念意义的一周年纪念票，共

度一个难忘的生日。
每位观众的纪念票票面上印着不

同的生日问候：“一年之约，初心依然”
“相约金秋，别来无恙”“回到这里，是我

们共同的愿望”“愿这里承载着您最珍贵的回忆”。诗意翩
翩，让人忍不住想带回家珍藏。00后观众李思思恰巧是 9

月 15日生日，以往的生日都是在和家人朋友的聚会中度
过，今年收到如此特别的生日礼物，她非常惊喜。作为歌剧

小白的她，先是听主持人作了剧情导赏，又看到座位前的椅
背上装着字幕机，定定心心地看起了演出。有了这个可以显

示中文、英文、意大利语的字幕机，即使坐在最后排的观众

也可以轻松看懂歌剧剧情。
上音歌剧院建成的一年里，翁以路和先生几乎每个月

携手来看演出，参加丰富的导赏活动。“歌剧 Salon”“艺术
Talk”“音乐Workshop”“歌剧大叔”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

名称，她信手拈来，“住在这样的音乐街区，我们感到非常幸
福。”

去年 9月 15日，上音原创歌剧《贺绿汀》成功上演，拉
开了上音歌剧院与公众见面的序幕。随后，上音歌剧院作为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主阵地承接了 13台 23场演出，分量最
重的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两台歌剧《魔笛》和《假扮园

丁的姑娘》。这也是斯卡拉歌剧院集结最全编制在中国首次
演出歌剧作品，同时也是国内首次尝试一台两演，即两部歌

剧同时装台交替演出，开了国内剧场歌剧此类演出的先河。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演出季的策划上，

上音歌剧院将集中展示国内及上音优秀的原创作品，包括
集合上音最强阵容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极富地域特色

的民族歌剧《康定情歌》、讲述上海解放的音乐剧《春上海
1949》、正在如火如荼筹备的音乐剧《忠诚》……与此同时，

上音歌剧院也将重点打造艺术思政课堂，讲好“四史”，讲好
上海的红色文化。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介绍，上音歌剧院将继续结
合上海音乐学院自身教育、创作、表演的优质资源，与上海

周小燕歌剧中心等演出团体紧密合作，在推出“上音制造”
品牌演出的同时，继续做好歌剧艺术普及的工作，为上海建

设“歌剧城市”提供宝贵的“上音经验”。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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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

最险、运量最大的古道之一，背夫们世
世代代在这条悬崖峭壁上开凿出的羊

肠小道上往返，用他们的足印连通川藏
两地的商贸交互，也在抗战时期打通了

一条生命线。
作为第 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剧评奖首部亮相作品，昨晚，川藏舞剧

《茶马古道》（见下图） 在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上演，向观众讲述抗战期间在这条

古道上发生的一段慷慨激昂并鲜为人
知的故事。

“之”字形蜿蜒而上的茶道，背着重
量两倍于自身的茶砖包，背夫们的运

茶之路何其艰辛，风雪、暴雨，半途坠
落……舞剧开场便是背夫们排成一列

在茶道上艰难迈步的画面，他们身上的
茶砖包如同一块方形巨石压在背上，每

走一步需将撑拐重重地撑在地面上，以
支撑前行的力量。

故事发生在川藏茶马古道上。背夫
队伍突遭泥石流，杨阿妈遇难，留下两

个年幼的儿子，哥哥山生被康定藏族锅
庄主次仁收养，和庄主的女儿格桑梅朵

一起长大；弟弟茶生带着哥哥留下的长

命锁跟随背夫回到故乡学习炒制茶叶

的手艺。10年后，抗战到了关键时刻，
为运送抗战物资，茶生代替受伤的掌拐

（背夫队伍的领头人）踏上古道，在锅庄
内与格桑梅朵相识、相恋，兄弟二人在

背夫精神的浸润下、在家国情仇的激荡
中成长和蜕变，用生命守护古道。

舞剧不仅展现了四川背夫的生活，

还在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四川特
色和民族风情。剧中有大量藏民喝茶、

捡拾牛粪等生活场景的呈现。采风期
间，一位来自康定的茶马古道研究专家

告诉《茶马古道》导演马东风：“当年寺
庙的规模有多大，就看它熬茶的锅有多

大。”剧中那段极具韵味的舞蹈“熬茶”
的创作灵感就取自康定一座寺庙的熬

茶锅。此外，逼真到让人直呼酸爽的“洗
脚舞”也真实呈现背夫生活的细节。

舞剧《茶马古道》由四川青年编剧吴
瑜婷等担任编剧，青年作曲家顾磊担任

作曲，青年舞美设计师吴宇担任舞美、道
具设计，青年服装设计师沈龙担任服装、

人物造型设计，再加上卿庆、苗怡、庄星 3

位青年编导，整个主创团队都来自四川，
且平均年龄不足 40岁。将川藏茶马古

道上的背夫搬上舞台，是导演马东

风的坚持：“1000 多年的历史

呀，它见证了我们民族多少

悲欢离合与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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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朱渊）昨晚，舞动长宁·第 12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开幕。之后的两周内，来自全国的 8家院团的 8部优秀

舞剧分别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及美琪大戏院登场，角
逐五个奖项。

作为由中宣部批准立项、全国性舞蹈艺术专业奖

项的“荷花奖”，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专业舞蹈艺术最高
成就的专家奖，以其导向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国内

外产生广泛影响。这次评奖是对近一段时期内全国新
创作的优秀舞剧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一次高水准的

比拼。
本次评奖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国舞蹈家协会共同主办。此次入围

终评的 8部作品从 29部舞蹈作品中脱颖而出，取材于
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感人故事，各有千秋。在中国舞协
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罗斌看来，都是经过

严格考评和综合考量下的“三精”作品———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谈到中国舞剧在世界舞蹈领域的特殊地位，罗斌
表示：“中国舞剧在当代舞蹈文化占据特殊的地位，有

它独有的价值。虽然和西方舞剧的路数不同，但我们坚
守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特色，展现出我们特有的中国

气韵和中国气派。”
开幕式上，中国舞蹈家协会、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

府、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代表就 2022-

2026年战略合作签署协议。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

奖自 2009年落户上海以来，已连续 6届与长宁区合
作，并于 2016年起入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此外，本届“荷花奖”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问道”中
国舞剧高峰论坛，邀舞坛大咖共同探讨中国舞剧创作

观念、道路与问题；开设“舞聚云端”直播间，在哔哩哔
哩、微博等线上平台分享此次入围舞剧作品的精彩片

花和幕后创作故事；组织舞蹈家走基层、进社区，开展

艺术导赏活动；实施“艺汇长宁”舞蹈普及公益票计划，
邀请百姓走进舞蹈中心观看专业舞剧，服务覆盖残疾

人、老年人、青少年、白领青年等工作、生活在长宁的市

民，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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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亮点
    ■ 民族舞剧《川藏·茶马古道》 以舞为媒，讲述茶马

古道上的动人故事。

■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 《浩然铁军》 以陈铁军烈士为

原型，表现了一位大家闺秀经大革命浪潮洗礼而成为优秀
革命战士的历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讴歌英雄。

■ 民族舞剧 《红旗》 在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图强的大
背景下，讲述投身汽车产业建设的一家两代人的感人故事。

■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 《骑兵》 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

材的舞剧，讲述蒙古族青年朝鲁成长为勇敢无畏的骑兵英
雄,为新中国建立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历程，折射出内蒙古

人民的精神风貌。

■ 大型原创舞剧《努力餐》 故事发生于抗战时期，中

共地下党人车老板以努力餐楼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创办
《大声》周刊，传递革命情报，输送革命人才。

■ 舞剧 《彩虹之路》 作品展现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
风光情韵和西域多民族绚丽多姿的风貌,是一部弘扬丝绸

之路精神，赞美中外各族人民友谊的大爱诗歌。

■ 舞剧 《石榴花开》 作品讲述两代花鼓灯艺人的艺

术人生、情感纠结，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全面小康、

建设美好乡村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 原创舞剧 《朱自清》 舞剧讲述著名散文家朱自清
的生平事迹，再现了朱自清为人师、为人子、为人父、为人

夫、为人友、为人杰的故事，展现了他的文人风骨和民族
气节。

本版图片 记者 郭新洋 摄

■ 上音声歌系师生登台献演，为上音歌剧院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