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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响响
上海沪剧院时隔数十年复排《江姐》

文体人物

台前幕后

上音 1703室的教学秘诀不过五字———

拉琴先做人    “现在的学生和我们当年比，当然大不

同。我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会当
面和你争辩，但最终还是会遵从内心。”从教

20余年的徐惟聆，让每个学生说起她都充满
感激和敬佩。那一位位从 1703室走出来小提

琴手，被徐惟聆打磨得温润又不失个性，他们
在舞台上、讲台上、领奖台上熠熠生辉……这

一切的秘诀不过五字：“拉琴先做人！”

昨晚，徐惟聆从教二十周年音乐会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这位著名的小提琴

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带领学生们为观
众带来一场视觉及听觉盛宴。此前，徐惟聆在

上交音乐厅接受采访，学生们纷纷从排练场
“溜”出，争先恐后地分享和徐老师的故事。有

撒娇的、自黑的、甚至“吐槽”的，却无一不带
着浓浓的不舍和满满的爱。

表里合一 快人快语
“我们小时候很乖的，哪像现在的学生，

从小接触互联网，教学难度确实大。”“天赋这

种东西很难逆袭，但可以因材施教。”眼前染着
红发、又飒又酷的徐惟聆，表里合一、快人快

语，一如她的带教风格，从来不会拖泥带水。

上交首席柳鸣曾经因为打文件时有错字

被骂哭；来自亚美尼亚的上交团长助理星星“不
务正业”，因参加电视台综艺录制而耽误功课也

曾挨批……但回过头，她们的话语中都充满感
激。柳鸣说：“现在我做事严谨的风格，是徐老

师让我记住的教训。”而星星说：“那次被说
哭，真的不是害怕或是怨怼，就是觉得让自己

喜欢和敬重的人失望了。”事实上，当星星真
的告诉徐惟聆，自己要从台前转幕后，放下小

提琴做行政时，她并无半句责备，她说：“每个
人有要走的路，随心而行，理当如此。”

问徐惟聆，从教 20年，对门下弟子有什

么要求？她想了想，说：“底线是做人。拉琴先
做人，这是最要紧的。”徐惟聆出生、成长在上

海，读大学时才去了北京，后到美国留学并闯
下一番天地。她担任过世界名团的首席，并在

各地举办讲座，她是独奏家，同时也参与室内
乐演奏，还担任很多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

包括与大卫·斯特恩一起成为上海艾萨克·斯
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联合主席。这样的

多重身份，让她能以更高的视野、更多的视

角、更丰富的经验来指导学生。

热爱生活 挖掘潜力
在徐惟聆看来，做好人是拉好琴的基础，

而在这之上，努力加天赋是丈量你能走多远

的尺子。天赋决定了音乐潜力，努力则是挖掘
潜力的奥义，而在这两大关键词的背后，还要

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有一间既普通又神

奇的练琴房，门牌号是 1703，这间琴房就是徐

惟聆的教学教室。在古典乐圈里，1703就像霍
格沃兹的一间魔法教室，据传从里面走出来

的人都会性格大变，譬如爱哭的柳鸣变得爱
笑了，又如星星的中文越来越溜了。变化最大

的是沉默内敛的张润崯，作为上海爱乐客座
首席、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师，他不但话多

了，居然还激发了隐藏的“表演技能”，懂得给
小提琴演奏“加戏”了。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又隔

三差五地回来，他们找一切“借口”聚会，从元

旦庆祝到初一，大家轮流过生日，出国巡演也
要送行，演出回来还要接风……问 1703的聚

会频率，星星笑得打颤：“真要数起来，频繁的
时候几乎天天聚。”徐惟聆也坦言：“学生们的

性格虽然各不相同，但 1703 就像一个集
体，走多远他们都会回来。” 本报记者 朱渊

蓝旗袍、红毛衣、
白围巾，一身浩然正
气的江姐形象早已定格在沪剧迷的心中。
经历了筱爱琴、诸惠琴、沈惠中、吕贤丽等
沪剧名家的成功演绎，上海沪剧院时隔数
十年再次复排，以洪豆豆领衔的 90 后青

年演员阵容，将把这
部经典带给新一代观

众。新版沪剧《江姐》将于 3月 21日、3月
23 日、4 月 9 日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东方艺术中心和天蟾逸夫舞台上演，目前
该剧正在紧锣密鼓排练中。

一种精神传承
    白天排《回望》，晚上排《江姐》，昨天在

沪剧院排练厅，同一拨演员无缝衔接两部
大戏。上海话版本的川江号子响起，写意的

舞蹈展现出码头劳工一派忙碌景象，昨晚

《江姐》的首次联排也随之展开。演员们不
带妆、没穿戏服，表演起来相当投入。

在前期排练中，青年演员们津津乐道

的是导演周小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金句：
“规定情境是一把金钥匙，找到了这把金钥

匙，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曾经指导过话剧
《长恨歌》的周小倩，对王安忆的一句话深有

感触，越剧的悲，是痴男怨女的悲；沪剧的
悲，是柴米油盐的悲；京剧的悲，是家国天下

的悲。《江姐》恰恰就是打破了沪剧柴米油盐

的固有印象，演化成大义凛然的悲。

新版《江姐》保留了“望山城”“红梅赞”

“绣红旗”“五洲人民齐欢笑”等 20多段经典
唱段。负责音乐唱腔整理的上海沪剧院副院

长洪立勇结合几位主要演员的嗓音特点，对

部分唱腔作了提升和调整，更有利于故事主
线的烘托和演员的情感表达。间幕曲、气氛

音乐的加入突出了沪剧音乐善于叙事、长于

抒情的剧种特色。在舞台呈现上，舞美设计

王佳迪根据剧情要求设计了朝天码头、渣滓
洞、东海寺等特定场景，还融入了叠翠的群

山、吊脚楼等巴渝风貌。
融合了写意的舞台呈现、写实的程式表

演、鲜明的沪剧特色，沪剧《江姐》全方位展
现了红岩群英的铮铮铁骨，艺术地再现了先

烈们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一代青年成长
    饰演江姐的洪豆豆最初接到这个任务

时心里没底，当年老一辈艺术家的演出并
没有视频资料留存，只能根据沪剧音频和

其他剧种的《江姐》视频来揣摩人物。周小
倩带着她一句一句读台词，分析每一句词

背后的潜台词，让江姐的艺术形象渐渐清
晰起来。平日里性格温婉的洪豆豆，曾被导

演吐槽一招一式“像打太极拳”，“江姐的动

作是一下子就甩出去的，大步往前走，绝不
会走小碎步的”……慢慢地，在周小倩的指

导下，在“劝降”“夜审”等几场戏中，洪豆豆
饰演的江姐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词痛斥

敌人，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勇气和力量。
朱麟飞在饰演双枪老太婆时，尤其注

重和以往的角色进行区分，在戏校里工老

旦的她此前饰演过《红灯记》里的李奶奶。

朱麟飞在与洪豆豆的对唱中，展现出多重
的情感变化，颇为动情。丁叶波这次饰演的

是反派沈养斋。作为钱思剑的学生，丁叶波
一直唱的是袁派，这次他特地学习了邵派

风雅淳厚、苍劲激昂的唱腔特色，但没有一
味从声音上塑造老奸巨猾的人物形象。

徐祥饰演的甫志高是一个迷失自我的

叛徒形象。《江姐》是学滑稽戏出身的徐祥
进入沪剧院之后的第一部大戏，“沪剧转唱

滑稽是做减法，我从滑稽转沪剧是做乘

法”。为此，徐祥特地找了身段老师指导，并
立志要在演出前瘦 10斤，只为距离人物形
象再近一些。

青年演员们在排练之外，认真阅读《红

岩》，观看电影、歌剧、话剧，汲取艺术养料，力
争为建党百年奉献一部富有时代精神的舞台

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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