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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

排，邀请陈薪伊担任总导演。去年春

天，剧院向陈薪伊发出邀请，起初她
拒绝了，因为她真的很忙，工作日程

早就排得满满当当。“他们打了好多
电话，发了好多微信，还发动我身边

的人劝我，但我只能说抱歉。后来，
他们坚持给我发来了剧本，当我看

到‘北上’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

决定无论如何要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能让排

过那么多历史题材的陈薪伊再次怦
然心动？这部剧讲述的是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诚邀并护送

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北上东

北解放区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

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故事。查阅史料，陈薪伊了解到当年

共产党人分 20多批护送了 1000多
位民主人士北上，“这其中有郭沫若、

茅盾、洪深、曹禺……”陈薪伊说。
历史上，这些民主人士是分批北

上的，陈薪伊说：“在舞台上，我要让

他们在一条船上，这艘船就象征着中
国。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北

上，终于达到彼岸。”在船上，观众可

以看到我敌双方“护送”与“反护送”

的明暗斗争，感受到中共党员及民主
人士在“北上”历程中的初心与使命。

有意思的是，原著中有个国民党人经
历了这次北上的航行之后，心生悔

意，到了沈阳决定跳楼谢罪，陈薪伊

对此做了调整：“既然有悔，船上那么
多跳海的机会，干嘛不用？”

这些艺术化处理，都是为了让
观众“看完、看懂、看进”北上故事，

也让这段党史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有更好的展现和传播。今年 7月，

这部剧首演时，很多年轻观众自发
地站起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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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薪伊
推迟手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肩上芭蕾

的创始人吴正丹和魏葆华在生活中是
夫妻，在舞台上是天鹅与王子，这次即

将成为祝英台与梁山伯。日前，广州市

杂技艺术剧院杂技舞剧《化 ·蝶》（见左

图）在上海大剧院宣布启动全球巡演。
11 月 12、13 日，这对黄金搭档将携

《化 ·蝶》在上海开启全球巡演首站，待
到 2023年，《化 ·蝶》还将“飞”出国门，

“飞”向欧洲五国 50场的舞台。
2004年，一台让人耳目一新的杂

技芭蕾《天鹅湖》，以其极具艺术挑战

性和审美效果的全新尝试亮相舞台。

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并连演 20场后，肩
上芭蕾走向世界，所到之处，观众在谢

幕时分全场起立鼓掌。吴正丹和魏葆
华将芭蕾这一西方的高雅艺术糅进

中国的传统杂技里，十多年后，在杂
技舞剧《化 ·蝶》中，肩上芭蕾又将压

轴出场，再次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视
觉冲击。

梁祝的爱情故事大众都已耳熟能

详，舞台艺术作品也屡见不鲜。这次广
州市杂技艺术剧院花了近两年时间打

造了许多全新的创意项目，包括集体
扇舞、蹬伞、男女高杆、抖杠、毛笔手

技、滑稽钻箱等，以期能带给观众独具
特色的艺术享受，尤其全剧对于肩上

芭蕾的运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烘托出“生死相随，皆缘和你永远徘徊

缠绵”以及“旷世蝶恋，只为在你肩头
片刻停留”的独特艺术效果。

《化 ·蝶》以梁祝化蝶的意象作为
爱情的象征，结合庄周化蝶的哲学思

想，紧紧抓住“蝶”这一意象，把蝴蝶破

茧化蝶的自然过程，跟梁祝生死爱恋

的过程完美地结合起来，表现一个生
命从孕育、孵化、抗争到破茧而出、自

由飞翔的过程，多层次、多角度来讲述
化蝶的故事，阐述生命的意义。杂技表

演中融合了戏剧、舞蹈、魔术等多种舞
台样式和现代科技手段，运用象形、谐

音、会意等多种杂技表演手段，探索蝴

蝶破茧而出、重获新生的全新美学形
象，展现飞舞之蝶的精神光芒，弘扬中

国文化的含蓄之美。
这部杂技舞剧是“演艺大世界 艺

聚大上海”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的重
磅剧目以及广州（上海）文化交流月的

活动之一。发布会上，嘉宾们共同见证
了中外多方的巡演签约，正式宣告世

界巡演从上海起步。活动现场，上海对
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与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全球巡演战略合
作协议，随后两家单位又与佛尼克斯

音乐经纪公司在线签署了 2023 年起
的欧洲五国 50场的三方全球巡演意

向书。 本报记者 赵玥

从天鹅与王子到祝英台与梁山伯

肩上芭蕾《化·蝶》下月飞临申城

演艺大世界 艺聚大上海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

“去年，我体检查出了癌
症，当时正好也是这部话剧《北
上》联排的关键时刻，医生要我
立即住院，我问医生手术能不
能推迟 40 天，医生说也行。于
是我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就
去了沈阳的排练厅，毕竟这个
故事太诱人了。”今明两晚，这
部让年过八旬的导演陈薪伊推
迟手术的话剧《北上》即将在上
海大剧院上演。戏里戏外，都是
为了理想而北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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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北上》，陈薪伊花了很多

心血。陈薪伊说：“我先去了沈阳 7

天，和大家一起把剧本捋顺。”那 7

天，剧组成员也领教了陈薪伊的敬
业，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

说：“想不到陈导年过八旬，还那么
能熬夜，常常晚上 12 点过后，还给

我们发大段语音，讨论排练。”编剧

津子围是位大作家，也被陈薪伊一
遍又一遍“折磨”，不断调整剧本，有

时候两人“艺见”不合，还会争论起
来，陈薪伊总说：“夫妻俩还吵架呢，

合作哪有不争论的，没事。”
捋完剧本，陈薪伊一听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对台词，一阵

胸闷：“我们这艘船是从香港出发，
要是都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观众

会感觉像听二人转。”陈薪伊要求大
家必须把口音改成“广普”（广东式

普通话），“哪怕说得夸张点都没有
关系！”演员们说了一年半载的“广

普”，如今竟也有模有样了。

“我对音乐的要求很高，这部剧

中的音乐都是经典名曲。”陈薪伊让

《一首儿时的歌》贯穿全剧，“这首歌
是根据人人都会唱的儿歌‘排排坐，

吃果果’改编而来。”歌曲情真意切，

体现了革命战士及仁人志士的献身
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剧中还融入

了舞蹈、京剧、粤剧等艺术形式。
去年底，《北上》开排前，陈薪伊

却在体检时查出了癌症，她和医生

商量把手术推迟了 40 天，继续“北

上”，剧组上下也没有发现她的异
样。排练厅里，陈薪伊依旧忙碌着。

如今，手术成功，陈薪伊也在上

海欣喜地等来了《北上》的首次“南
下”。同时，这部剧也拉开了“演艺大

世界 艺聚大上海”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季的大幕。 本报记者 吴翔

一艘大船 象征中国

午夜12点 导演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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