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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长江剧场周日的评弹专场

会书已经低调开了一阵，这里几

乎成了上海评弹团乡音书苑的

分会场。“这里这里！”上周日，观

众顾斐手里拿了七八张票，招呼

着从无锡特意赶来的父母和姑

姑，一旁，还有他的两个孩子。身

处演艺大世界，长江剧场的黄金

地段与优质内容，吸引了长三角

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组合前来。

上周日在长江剧场上演的弹

词选回有高博文、陆锦花的《珍珠

塔》，王承、王萍的《顾鼎臣》，张振

阳、黄济璠的《十美图》，既有名家，

也有新秀。顾斐兴奋地说：“我妈妈

最喜欢听张调，所以让我一有好演

出就一定要买票。”

顾斐来自江苏无锡，从事外贸

工作，如今已经在上海有了一个温

馨的四口小家。工作之余，他最大的

爱好就是听评弹。顾斐说，这个爱好

当初是受父母影响，他的父亲是无

锡人，母亲是苏州人，无锡书场众多，

家里一直有听书的习惯。相约来上海

看演出，是顾斐一家人团聚的方式。

平时，顾斐一家生活在上海，父母和

亲友生活在无锡，借助高铁的便利，

像顾斐父母这样的观众甚至不需要拖

着行李箱就可以来听

书。家人中午抵达上

海，下午看一场评弹

演出，晚饭后回无锡。

这样的生活曾一

度因为疫情中断，好

在，现在演出市场重新

火热起来，顾斐的父母

重又开始频繁地往返上

海和无锡。顾斐的手机

里珍藏着一张照片，那

是妈妈捏的泥人（见左

图）———一对说书先生。

“我们无锡惠山泥人很

出名嘛，和评弹一样也

是国家级非遗，不过很多人不知道戏曲其实是手捏泥人一个很重要的主

题，妈妈在家里捏了这对泥人，把她对评弹的喜爱都倾注进去了。”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顾斐也有自娱自乐的方式。他不仅爱听评弹，喜

马拉雅上的名家评弹录音都听了个遍，还喜欢唱评弹。他尤其爱好《玉蜻

蜓》，专程向师承一代宗师蒋月泉的评弹名家王柏荫求教，学习这部书的说

表技巧。王柏荫晚年住在上海，通过朋友引荐，顾斐虔诚地登门拜访。他还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却没想到，次年春天，王柏荫就离世了，“关于《玉蜻蜓》

的很多门道，可能再也无人解答了。”顾斐的语气里满是遗憾。

顾斐的童年是在评弹的弦索叮咚里度过的，如今他的一双儿女也都跟

着他听评弹、学唱京剧。让他有些担忧的是，自己的孩子讲起上海话来都很

吃力，更不要说学唱评弹了。在顾斐看来，吴方言就好像是一片海洋，昆曲、

沪剧、评弹等都是这片海域里的鱼，以前捞上来的鱼很肥美，现在海域越来

越小，海变成湖、湖变成河、河变成溪流，鱼也越来越小，对传承是个很大的

问题。

马上就是母亲节了。5月 8日，上海评弹团又将在长江剧场举办一场母

亲节评弹会书，精选了《刘胡兰·母女会》《玉蜻蜓·庵堂认娘》《秋海棠·母女相

会》三回与母亲相关的书目。顾斐计划着，待到母亲节，再带着父母和孩子一

起过来听书，既是作为儿子尽孝，也是作为父亲，带孩子重温评弹故事里的温

暖亲情。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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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最美的风景是什么？是人！当年都是什么样

的人会到延安去？是年轻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

人。”他们离开家乡或是毅然归国，奔赴延安这方革

命圣地，让信仰的光照亮前方的路，指引他们踏上

理想的追寻之路。以“青春万岁”为题眼的原创芭

蕾舞剧《宝塔山》，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创排，终

于昨日首度敞开排练厅的大门，让人们在波澜

壮阔的旋律中感受革命青年在宝塔山下以一

腔热血谱写的一曲青春赞歌。

作为建党 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季及第 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

演剧目，这部由上海芭蕾舞团、红蜻蜓集团联合制

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将于 5月 7日、8日在上海大剧

院首演。

《宝塔山》聚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

爱国青年，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刻画他们的进步

成长，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用芭蕾独有

的艺术形式回应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让红色基

因在一代代青年中传承弘扬，让信仰的力量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担任总策划、总导演的编导刘立功在创排时

弱化了《宝塔山》的叙事性，他希望能用芭蕾独

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

舞段去讲述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用真情实感去

追述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

“我期待大家能够从这部作品

中感受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
候，前辈们是如何用一颗颗滚烫执

着的爱国之心，把个体融入集体，筑
起民族精神的长城，用坚强的意志

和强大的力量，传递出信仰的伟大
意义。”刘立功如是说。

坚持只为了信念
然而，让年轻的演员们跨越大

半个世纪，去体会当年的革命青年

所作出的选择，并非易事。创排之
初，上芭团长辛丽丽也曾带领主创

团队，苦苦寻觅舞剧的核心精神，直
到结缘文学顾问朱鸿召，才豁然开

朗———《宝塔山》要体现的就是延安

精神。
朱鸿召告诉演员们：“芭蕾是很

适合来讲述宝塔山的故事的。”而当
初奔赴延安的很多年轻人出身富有

家庭，“他们能够读书、见多识广，从

而能够接触到最先进的思想，率先看到中国的未来，

跟随共产党奔赴革命之地。譬如欧洲留学归来的冼星
海，又比如在法国留学九年的陈学昭。”

剧中饰演明华的上芭首席演员吴虎生说：“我觉
得每次全身心地投入演绎一个革命人物，就像上了一

次生动的党课。让我们懂得了，当初他们的坚持是为
什么，而如今，我们的坚持又是为了什么。那是一份理

想，一份信念。”

展革命浪漫情怀
担任《宝塔山》舞美设计的是曾出任 2008年北京

奥运会闭幕式服装造型总设计的韩春启。为突出《宝

塔山》的年代感及地域特色，他以延安最具代表性的
美术形象———古元版画为灵感，结合芭蕾的艺术审

美，同时进行了简约化和现代化的处理。这种处理不
仅体现在布景，更延续到灯光的设计，力图通过弱化

层次和细节的方式，对布景的造型完成最终的切割。

《宝塔山》共设计制作了 223套服装，这些服装在
色彩上采用了具有一定灰度的莫兰迪色，富有现代美

感。男女主角明华和梦安的穿着从序幕中时髦的呢马
甲、西装西裤和真丝喷绘连衣裙，到之后的军装、绑腿

军裤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裙，无不体现着他们在去延
安后的人生转变。剧中群众的服装则运用了贴布、手

绘、毛边等“轻肌理”的方式制造细节，充分展示了延
安生活的丰富色彩和深厚内涵。

一部舞剧成功，音乐也很关键。《宝塔山》邀请到
了知名音乐人孟可担任音乐总监。在他看来，《宝塔山》

最能打动观众的点，在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说：
“众所周知，当时延安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比较匮乏，

但为革命理想来到这里的青年们在精神上却十分富
足，他们拉手风琴，听交响乐，也会跳华尔兹，这与芭蕾

的浪漫特质不谋而合。”因而孟可以浪漫为基调，融合
了民族音乐、音乐剧、圆舞曲、爵士等多种音乐风格。

此外，为了体现陕北的地域风格，选用了经典歌
曲《南泥湾》等民歌旋律作为音乐核心素材之一，创作

出最适于芭蕾浪漫表达的音乐。
本报记者 朱渊

用真情追述历史

芭蕾舞展现
革命浪漫情怀
    “宝塔山”下的年轻人告诉你
他们为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