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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7汇文 体

    上海大鲨鱼本赛季两次遭遇几乎

雷同的惨败：上一次是六连胜之前，输

给当时的副班长天津队 19 分，那场比
赛后主教练斯帕夏和俱乐部均主动道

歉；这一次是昨晚对阵实力相当的北控
队，大鲨鱼以 96 比 122 输了整整 26

分，并且上半场就耻辱性地丢了 74分，
最终创造了对阵这个对手的最大输球

分差。大鲨鱼的防守，究竟怎么了？是技

战术还是心态问题？难道，“道歉信 2.0”
版本又要到来？

此前凭借一波六连胜，上海久事男

篮快乐地送走了 2020年。但是 2021年
首战，先是输给了副班长福建队，不但让

六连胜戛然而止，排名也被身后的北控
队反超。可是那场失利似乎并未给全队

太多触动，昨晚在对阵季后赛资格直接
竞争对手北控队时，大鲨鱼反而变本加

厉地不会打球了。第一节凭借不错的外
线手感，大鲨鱼一度取得 28比 20的领

先，不过糟糕的防守很快让对手还了一

波 10比 0。次节仅进行了 40秒，北控队
又连得 5分打停大鲨鱼，连带第一节末，

对方在不到 4 分钟时间内打出一波 17

比 2的得分高潮。暂停毫无效果，大鲨鱼

此后继续崩盘，防守漏洞连连，篮板也几
乎被对手抢爆，分差转眼到了 20 分以

上———整个第二节，北控队打出 41比 19

的攻击狂潮，单节输了 22分的大鲨鱼，

早在上半场结束就大势已去。
下半场毫无改观，巨大的分差之下，

大鲨鱼队员心态也失衡，弗雷戴特在失

误之后情急之下甚至将北控队的王少杰

推出场外，结果被吹违体犯规。然而比粗
野犯规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大鲨鱼在

场上几乎放弃了抵抗，甚至出现阵地防
守中 5人集体目送对手一人上空篮的一

幕。大比分输给本该属于同一档次的北
控队，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便第

二次交锋大鲨鱼能够扳回一城，优势估
计也就在十分上下，大概率无法抹平双

方的小分差距，一旦两队甚至多队处于

战绩相同的情况下，大鲨鱼将陷入极为

不利的境地。
这场对阵，大鲨鱼打北控就像小学生打高中生，完全不在一

个档次。两连败，两场本该全力争胜的比赛最后输成了这样儿，也
令大鲨鱼之前好不容易见到曙光的季后赛大门又缓缓合上了。

“我们在休息了 5天之后，反而迷失了自我。”赛后新闻发
布会，大鲨鱼主帅斯帕夏脸色铁青，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无法

掌控这支球队，“这是继上一次输给天津队之后，我们赛季第二

场打得最糟糕的比赛，这不是篮球方面的问题，而是心态方面
的问题。”

六连胜后，连续两场比赛输得莫名其妙，大鲨鱼的
心态为何突然崩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本报记者 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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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楼楼梦梦虽虽醒醒
曲曲终终人人不不散散

“越·聚黄金一代”演出成功的思考

    昨晚，越剧经典版《红楼梦》再

度上演于上海大剧院。多年未遇的
寒潮亦挡不住戏迷追捧的热情，剧

院里依旧座无虚席。台上，红楼曲

终，仿佛似“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观众席中却热火朝天，鼓掌、叫

好，此起彼伏，观众扯着嗓子一遍遍
呼唤偶像的名字，大幕合上又拉开，

粉丝们久久不愿离去。

看你百遍不厌倦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

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

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当耳
熟能详的唱词和旋律再度萦绕，观

众席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观众恨
不得能如演唱会般齐声大合唱，陶

醉的眼神里流露出“看你百遍也不

厌倦”的神情。
钱惠丽、单仰萍两位梅花奖、文

华奖演员带来的经典唱段“宝玉哭
灵”“黛玉焚稿”表演细腻传神、唱腔

韵味醇厚，充分展现出中生代艺术
家的非凡功力。观众感慨：“到底是

徐王两位老师的嫡传弟子，得了宗
师‘真传’，不愧是当今舞台最深入

人心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而青年一代则以“青春洋溢”

取胜，王婉娜、忻雅琴的“宝黛”组
合自然流畅、配合益发默契，“宝黛

初见”是一眼千年令人怦然心动，
“读西厢”中的小儿女情态又让人

不禁莞尔，仿佛看到爱情萌动时最
美的样子。

昨晚整台戏，是上海越剧院几
代越剧人的集中亮相。青年演员饰

演的上半部分以天然本色取胜，中
年艺术家演绎的下半部分重头戏

彰显功力，师徒组合让人看到了越
剧经典的代代相传。有年轻的越剧

粉丝连续追看五场，说最紧张的时
候是上周五，交通拥堵，于是不吃

晚饭直接从单位赶到剧场，就怕看

不到开场。而特地从福州赶来的吴
先生则连买了两场《红楼梦》，直

说：“一遍不过瘾”。

越剧经典代代传
“越·聚黄金一代”系列演出的

火爆，也再次证明了戏曲经典经久

不衰的魅力。此次剧目的策划也是
别具匠心，从《梁祝》到《红楼梦》，从

《家》到《甄嬛》刚好横跨四个时期，
而这四部作品也展现了越剧大半个

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

盛演半个世纪而不衰的《梁祝》
和《红楼梦》自不用说，打头阵的

《家》一炮而红，引发媒体、观众的热
议，系列演出成为近期上海舞台受

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而《甄嬛》近期
各地巡演不断，票房依旧喜人。种种

迹象说明，越剧观众“喜新不厌旧”，

只要是好戏，都能赢得他们的认可。
同时，此次系列演出的演员阵

容也是星光熠熠。《家》中赵志刚的

“回家”引发回忆杀。《梁祝》安排了
袁范组合———章瑞虹、方亚芬的首

度全剧合作。《甄嬛》的上下本展现
了上海越剧院近年来紧跟时代潮

流的创作追求。经典版《红楼梦》的
师徒组合又有传承之深意蕴含其

中。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坦言：

“四部大戏，展现的是上越中生代艺
术家、新晋中生代以及新秀们的整

体实力。”

“以心换心”聚人心
种种安排无疑不体现出主办方

的“用心”，而“以心换心”，这份对待

舞台、对待经典的真心诚意也得到
了观众真心的回馈。

剧场里，连续几场都可以看到
不少青年演员的身影，有上海越剧

院的，也有从苏浙院团赶来的。和观

众们的鼓掌叫好不同，他们往往正
襟危坐，表情严肃，似乎是要将台上

老师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
都刻在心底。

从排练厅到舞台，不少青年演
员全程“跟踪”了老师们创作的整个

过程。不少人坦言，除了被舞台上精
湛的表演征服之外，老师们对待艺

术一丝不苟、永不满足的精神更令
人感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几

出戏都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在
排练场上，他们都像对待新创作一

样认真，丝毫不马虎。这种状态，更
值得我们学习。”

随着《红楼梦》的落幕，“越·聚
黄金一代”六场演出圆满结束。然

而，曲终人未散。除了经典旋律的余
音绕梁，这次演出也

留给人们不少思考。

这把在严寒冬日里点
燃的“火”让我们看

到了越剧年轻的风
采、传统永

恒的魅力。
台上薪火相

传、台下热
情如火。经

典流传，黄
金年代永不

落幕。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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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问越剧作为地方剧种，何以能够风靡
全国甚至流传海外，那么越剧《红楼梦》功不可
没。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累积票房
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它不仅将越剧这一地方
剧种推广到全国，更为其他剧种和与“红楼梦”
有关的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和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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