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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朱渊）上海音乐学院民

族音乐系青年教师协奏曲专场音乐会日前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此次音乐会不仅是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2020民乐周”青年
教师推进提升的计划的重要展现，也是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奖“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重点
项目。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是国内音乐学

院中最早设立的，同时它也十分“年轻”，60多
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在此崭露头角。

今年恰逢上海音乐学院“师资队伍年”和“人

才培养年”，为了配合学校这一规划，“上海音
乐学院民族音乐系青年教师推进提升计划”

先行推出这场青年教师协奏曲专场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就是为青年教师搭建的一个

绝佳的艺术实践和教学科研的综合平台，提
供更多的机会发扬他们的才智、才能与才干。

策划者、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任刘红
坦言：“民乐在国内的发展定位要有非遗传承

和优质青年教师的培养推升。从而促进民乐
学科的发展、民乐教学的交流与实践、民族音

乐的传承与国际化。”

在如何保留民族音乐特有的民间韵味和
民族神韵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直是历代中

国作曲家上下求索、努力追寻的目标。本场音
乐会所选择的作品既有对经典的致敬与回

顾，又有对现代作曲技法的借鉴与创新。作曲

家们深入民间采风，学习体悟传统文化，演出

中能听到苏州弹词、山东梆子、鲁西南鼓吹

乐、新疆木卡姆等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的影

子，作曲家们用高超作曲技法将其融合在作

品中，采用交响乐团这一世界性通用的乐队
形式协奏，彰显民族器乐的特有风味与特点。

同时，这也是推动民乐的国际化创新，为民族
音乐位列世界音乐之林增光添彩。

    每年剧团 120场演出任务，总有近

20场是在长三角地区的商演。相比很多

市级国有院团，这家区级院团的若干第
一次是如何走出去的？剧团演出经营部的

周英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抓牢长三角演
出推介会的大好时机，向各地演出公司和

剧场打广告、交朋友，常常对方听到长宁
沪剧团的大名，意向已达成了一半。陈甦

萍坦言，因为剧团有着长宁区区委、区政

府和区文旅局的大力支持，只要演出费基

本打平差旅费，大家都愿意走出去，让当

地观众听一听来自上海的声音。
疫情期间，第一次戴着口罩排戏的

演员们，也第一次尝试了直播，《上海屋
檐下》的探班和导赏直播，都在长宁文化

云获得了十万+的点击量。演员王斌表
示，一开始大家还将信将疑，看到如此受

欢迎，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让大家开始

思考如何走出新路来。
今年 60岁的陈甦萍到了退休年龄，

经过讨论，决定由她继续出任团长一

职。应下“超龄委任”的陈甦萍不仅要管
理剧团，还要打理她的“甦·新”长宁区

陈甦萍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工作室和刚
在新泾中学落成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陈甦萍沪剧传承基地”。新泾中学多年来
一直以沪剧为特色，剧团里好几位演员，

都来自这所学校。明年是建党 100周年，
长宁沪剧团计划重新打造一版红色主

题沪剧《青山吟》，邀请新泾中学的孩子
们参演，未来兴许就有一个个小朱桢走

进沪剧的大门。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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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近 10年来，长宁沪剧团保持着一年

两台大戏的创作节奏，今年尽管遭遇疫

情，但创作的脚步并未中断。
10年前，在著名戏剧家夏衍诞辰 110

周年之际，团长陈甦萍出演沪剧《上海屋

檐下》，如今经典复排，女主演成了陈甦萍
的学生、90后新秀朱桢。前两天，演员们

还在排练厅里为这次巡演做准备。5年

前，抗战大戏《赵一曼》连演 53场，场场爆
满，随后，舞台让给了年轻一代，黄爱忠、

张燕雯、王斌等中坚力量成了《赵一曼》
《小巷总理》等一系列重点大戏的主角，朱

桢等新生代演员也接连挑梁主演《雷雨》

《上海屋檐下》，长宁沪剧团已形成一支行
当齐全、性别年龄结构配比合理、充满朝

气和活力的艺术梯队。
主动让台，并非是陈甦萍对艺术生涯

不再有追求，而是出于更深远的考虑。在
2018年上海人代会上，她曾发出诘问：

“很多人知道沪剧五朵金花，但下一代是

谁？”作为上海市非遗沪剧代表性传承人，
主动让台是她的坚定态度，只有把舞台让

给需要实践机会的年轻人，以戏带人，出
戏才能出人。

    此次去宁波巡演的两部戏，《上海屋

檐下》是剧团继《雷雨》《原野》后的又一
部名著系列剧，也是该系列三部曲中的

“封箱之作”；《梨花传奇》（见上图）是继
《麒麟带传奇》后又一部传奇系列剧。对

于剧目创排，剧团一向舍得投资，有时自
家人手不够，剧团便到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爱乐乐团外聘，35人的团队常常扩充

至80人，力争在巡演时呈现最佳面貌。

今年夏天，剧团曾受邀赴江苏海安
大剧院演出《麒麟带传奇》。这份邀约来

自一位曾在上海剧场工作多年的资深经
理人，退休后受聘到海安负责演出经营。

当地观众对这样一出惩善扬恶的传奇故
事非常喜欢。这位经理立马又将长宁沪

剧团推荐给了福州的演出公司。

这几年来，《小巷总理》从 1.0版更

新至 3.0版，先后入选第 16届、20届上
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剧目；《赵一曼》作为

上海的两部优秀剧目之一入选参加文化
部举办的全国巡演活动，并先后获得上

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奖励；《文红老
师》创下央视戏曲现代剧重播之最；《废

墟上的爱》连续演出 60余场，创造当年

度演出场次最佳……长宁沪剧团已经成
了上海沪剧界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以戏推新人

赢得好口碑

挖掘新受众

方言相近、地缘相亲，沪剧在

长三角一带一直颇有人气， 走出
去，让长宁沪剧团又焕发了新的生

机。 沪剧要保持生命力，不仅在于

院团开拓市场的作为，还在于剧目
要扎根百姓，接地气，赋予其生活

气息和时代气息，长宁沪剧团将这
份草根气息从台前蔓延到了幕后。

在《小巷总理之可乐坊 25号》

里， 其中一位垃圾分类志愿者，是

由长宁沪剧团的办公室工作人员
饰演的。 只要剧情需要，每个成员

都身兼数职，幕后工作者们不光卖

相出挑，脑子也活络，当个群演不
在话下。 每次创排新剧，剧本研读

也是全员参与，这些题材大多贴近
市民生活，大家的视角不仅是业内

人士，更是一名普通观众，自己人
都过关了，戏才能接着往下走。

平时，大家不仅是同事，更相
处出了家人般的感情。待此番巡演

归来，长宁沪剧团又将投身于《上
海屋檐下》的排练，继续打磨这部

经典之作，排练厅又能听到欢声笑

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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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巷总理》剧照

6年来带了10台大
戏一台折子戏到长三角，
今年又将最新创排的沪
剧《上海屋檐下》《梨花传
奇》送到了宁波。记者昨
天从长宁沪剧团获悉，这
两部戏前不久在上海首
演，宁波观众今晚就将在
家门口乐享这份“上海品
质”。

作为一家区级沪剧
团，长宁沪剧团的足迹这
些年越扩越大，从长宁区
唱到了云端，唱到了长三
角乃至全国，甚至走出国
门，首次将全本沪剧大戏
《雷雨》带到了爱尔兰，去
年底还接到了来自美国
洛杉矶的演出邀约。这个
只有 35 名演职人员的
小团，在市场面前底气十
足，这不仅来自建团71
年积累下来的丰厚家底，
更来自他们敢于突破的
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