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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五位

青年左翼作家构成的烈士群体。在纪念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时，我们不能忘却云间

这五颗闪亮的启明星。他们的名字是：柔石、
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

在龙华监狱里，他们面对死亡的阴影，没

有悲观彷徨，而是挺身而出。“左联五烈士”之
死，用信仰吹响了黎明前的“霜天晓角”，他们

用不屈的行动体现了前哨战士的本色。上海
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长期从事“左联”研究，

早在 30年前便撰写过五烈士的评传。这回，
他花了大力气编了这出话剧。

不忘却，正是为了今天更好的纪念。上

周，《前哨》在上音歌剧院二度上演。
在 2月五烈士牺牲 90周年的纪念日进

行首轮演出之后，剧组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
见。剧本修改重点，一是加强文献剧的文献

性；二是进一步挖掘内容，集中塑造好五烈士
群像；三是舞台呈现更加贴切完美。现在看

来，二轮演出初步达到了这个目的。修改后的
话剧《前哨》，保留和发扬了原本较严谨的“文

献性”的特色，讲述那个不能忘却的故事，语
言和情节力求准确。而修改后的《前哨》依然

是青春的、诗化的、燃烧的、温暖的。《前哨》的

另一个特色是一个“套嵌式双线”叙事结构，
通过三个交错、叠加的时空，形成了灵动的叙

事逻辑。
扮演鲁迅的是上戏音乐剧专业的领军

人、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洛勇。他形神兼备，由
外至内，在舞台上成功地呈现了“这一个”鲁

迅先生。王洛勇坦言：“我演鲁迅的最大感受，

是如何平衡鲁迅的两面———冷和热，热情与
严肃，学术上的严谨和对年轻人的耐心。”王

洛勇通过和学生们作幽默的讲话、和柔石等
人吃饭、对谈等几场戏，以及他对五烈士之死

的痛心愤慨，显示了他的冷和热的结合。
修改版对五烈士的面对死亡即将来临的

内心世界，进一步作了深度的挖掘。袁弘饰演
柔石，他的表演是柔中有刚，不露锋芒。殷夫

和他哥哥对话的这段戏最动人。殷夫拒绝了
在国民党中担任高官的亲哥哥的苦心劝说，

在情和义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体现了

一个年轻革命者决心为信仰而献身的大无畏
精神。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冯铿，由上戏校友

谢承颖扮演。这次修改版，强化了她和柔石刻
骨铭心、生死相依的革命感情。在临刑前他们

有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冯铿问：“如果我们出
不去，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这里有过一朵小

小的桃花呢？”柔石告诉她：“知道不知道都没

有关系。未来的花每年都会开放的。”
这一轮演出，在舞美和灯光上也进行了

一些新的修改，极简的舞台布景、年代感很强
的电影场景和动人的音乐巧妙地融入了剧

情，帮助观众沉浸不同的特定的戏剧情景，
增强了文献剧的历史感和戏剧效果。这出戏

创造了一种话剧的新样式，转媒体、融媒体、
电影自然地插入，显现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

的诗化之美。但是，如何让这些新样式为表演
服务，还值得好好打磨。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师王弢，作为环

球音乐 DG 厂牌首位发行专辑的华人管乐演
奏家，其专辑在新媒体和数字平台点击率早

已破亿。不久前他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
演出是他今年唯一一场对外的音乐会。“最后

的古典”是本场音乐会的主题，意在致敬勃拉
姆斯和卡尔·赖内克两位音乐巨匠。

有意思的是，勃拉姆斯晚年钟情于单簧

管的音色，认为“单簧管的音色更适合与钢琴
配合”。他的两首单簧管作品是他创作生涯最

后的室内乐作品，影响深远，意义不凡，俨然
已成为单簧管演奏家的“试金石”。《f小调第

一单簧管奏鸣曲》和《降 E大调第二单簧管奏
鸣曲》均作于 1894年，与“乐圣”贝多芬的晚

期作品一样，这首作品在温柔、美好的同时富
含着丰富寓意。王弢与徐洪之间的配合相当

默契，这在第一乐章中即可见端倪，在节奏强

烈的钢琴伴奏下，单簧管在高三度以变化形
态来重复主题，一直发展到消失的境地；在发

展部钢琴与单簧管以第一主题对位展开，两
者之间的对话“扣人心弦”。而在第四乐章中，

回旋曲式的展开为全曲收尾孕育出“凝重而
又清朗”之感，王弢演奏风格的细腻与干净尽

显气质与优雅。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勃拉姆斯有一位
医生朋友，是一位非职业的中提琴手。在他的

提议下，勃拉姆斯曾将两首《单簧管奏鸣曲》

改编成了《中提琴奏鸣曲》，俏皮、趣味横

生。这部《降 E 大调第二单簧管奏鸣曲》色
彩明亮、曲调悠扬，充满纯真、明朗之感。第

三乐章极为考验演奏者的综合实力，以钢
琴与单簧管对位的主题开始，共五段变奏，

最后变奏技巧尤为高超，且细微地在变奏
中呈现出多种表情的融合，王弢的演奏技

巧这几年日益炉火纯青，将这一高潮瞬间

演绎得恰到好处。

卡尔·赖内克是浪漫主义时期被低估的

作曲家之一，他同勃拉姆斯的艺术追求相仿，
追随贝多芬艺术成就的脚步从未停歇，《降 B

大调三重奏》便是一首尽显晚期浪漫主义色
彩的作品。此番演出，上海交响乐团圆号首席

彼得·所罗门助阵，确保了当天演出的高艺术

水准。王弢充满想象力的出色技艺，加上徐洪
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与彼得·所罗门沉稳老练

的协调力相得益彰。
王弢曾说：“古典乐对于大众，或许遥不

可及。但往往人们忘记了，身旁的事物就是
创作的源头，穿梭的人群，散落的雨点，夏日

的蝉鸣，盲目的爱情……你怎么有理由不去

感受，这瞬间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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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修改版话剧《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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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春”唱响春日颂歌
    第 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历经去年

一年的蛰伏之后，将于 4月 28日以一台充满
红色基调、时代气息、经典氛围、国际元素、全民

共享、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七小时直播“主题
音乐日”的方式启幕———这在上海之春的历史

上可谓破天荒第一次。
“上海之春”能在 2021年的春天唱响，已

不仅仅意味着每年上海文化节庆“四季歌”启

幕，随后的国际电影节和电视节、上海书展等也
将接踵而至，更意味着历经洗礼的城市，依然牵

挂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与
期待。在抗疫之役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我们

有能力以精细化管理为前提，让热爱文化艺术
和音乐舞蹈的市民包括五个新城的居民，感受

到灌注在城市肌理的文艺细胞和音乐活力。
这场以上海大剧院为主会场的七小时

“主题音乐日”活动，以其关键词彰显了格局：
建党百年、上海之春、致敬经典、全球命运共

同体、Music One World、团结、引领、苏醒、消
除分歧、音乐链接、音乐接力等。

这是一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团结一
致、消除分歧的盛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也以《欢乐颂》著称，诗人席勒的诗不仅展现
出对万物生灵，勃然生长的喜悦，也表达了

天下一家的爱的情感，“欢乐女神的力量能

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人们团结成兄弟。”上
海歌剧院、上海芭蕾舞团和线上的法国巴黎

管弦乐团，将在云上合奏这一曲，既在后疫
情时代依然让“上海之春”拥有国际团队的

参与，也凸显了艺术对心灵的疗愈、安抚与
鼓舞乃跨越国籍的通用语言。在面对病毒防

疫、环境保护、经济循环等全球共同问题之

际，艺术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发
声。澳大利亚歌剧院交响乐团、以色列耶路

撒冷室内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也将在线上

线下同时“对话”。以色列是丝绸之路的沿线

国家，境内的多元音乐与中国民族乐器例如
二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民乐团 40位演

奏家将通过大屏幕与以色列耶路撒冷室内
乐团、澳大利亚歌剧院交响乐团合奏《丝绸

之路》———那是绵延千年的友好往来的当代
回响。除了器乐演奏部分，俄罗斯女高音歌

唱家雅娜·索佛诺娃也将与歌剧院女高音歌

唱家徐晓英共同演唱《黄河怨》，以经典艺术
凝聚国际共识。

这也是一台迎接建党百年、凸显红色文
化的主题鲜明的盛会。序幕，将在上海大剧院

门前，平时引领观众走向艺术殿堂的大台阶

上拉开。上音附中和附小的 100位小提琴专

业学生，将在这里齐奏《唱支山歌给党听》。上
海本土音乐家为此集结，廖昌永、许忠、沈阳、

孙颖迪、黄蒙拉等都将在开幕演出活动中以
各种形式多次亮相。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

乐学院、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及旗下上海歌
剧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民族乐团也将亮出

看家作品。毫无疑问，这也是上海文艺院团集

体呈现的澎湃音浪。当晚 7时开始的重头戏，
就是以“唱响百年，致敬经典”为主题的开幕

音乐会。廖昌永带着学生蔡程昱、徐均朔，一
起以一曲《百年》开场；黄蒙拉与上音附中和

附小的学生一起演奏《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

干》———不仅凸显主题，更是师生联袂、大手

牵小手的音乐传承。音乐会曲目选择均为经
典之作的创新演绎。钢琴协奏曲《长江之歌》

由孙颖迪独奏，与此同时加上上芭台柱吴虎
生、戚冰雪的伴舞，形成听觉与视觉审美的互

动与融合。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也是
合唱与芭蕾的融合。在气势恢宏、威武雄壮的

歌声中，上芭舞者也将跳出铿锵的舞步。

这更是一台有着师徒传承、凸显新人新
作特质的盛会。“上海之春”历来以新人辈出而

著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编曲陈钢，也
是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梁祝》作曲之一。众所周

知，《梁祝》是在首届“上海之春”脱颖而出的，
如今已成为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

必拉曲目，因而曾引起海内外乐手买空这本乐
谱的盛况。由黄蒙拉领衔，带上上音附中和附

小的晚辈，一起演奏 80多岁高龄的陈钢代表
作，也呈现出经典佳作、代代相传的音乐接力。

这还是一台即将遍地开花的“上海之春”
的导赏盛会。当天下午 3时起，廖昌永、许忠、

辛丽丽等上海艺术家，将围绕本届音乐节的
亮点、爆点进行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导赏与

介绍。让中外传统经典音乐通过线上传播，覆
盖到更多更广的爱好者。疫情初期，上海文艺

界就开启了“艺起前行”的线上音乐舞蹈普及
活动。上芭也是因这一契机在网上同步播出

了公益课和开放日活动。有一些网友留言道：
“这是我第一次看芭蕾……”

疫情改写了国际艺坛以往的运行方式，
此番“上海之春”首次以 7

小时连线直播的方式亮

相，也是对跨国艺术机构
如何协同创新的尝试。期

待“上海之春”举办过程中
的宝贵经验，也能为今后

文艺演出带来创新性发展
和创造性转化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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