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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大世界 艺聚大上海”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将于 22日迎来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一票难

求的舞剧《红楼梦》，这部由江苏大
剧院出品的舞剧彰显了 90后青年

舞者在传统文化上探索当代审美
的胆量与才情。此前，加入上海舞

台驻演浪潮的越剧《红楼梦》刚在

国庆假期赢得 90%以上的上座率，
宛平剧场更是一夜之间成为“人间

仙境”。9月起，上海话剧中心上演
的 6小时版话剧《红楼梦》也以“五

彩缤纷的白色”这一独特的中式审
美引发热议……为何上海可以成

为三台守正创新的《红楼梦》汇聚
的“演艺大世界”？

国产原创迎来窗口期
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在

疫情之前历来融入全球表演艺术

的国际巡演路线，是世界各大院
团亚洲巡演必经乃至首演之地。

在当下疫情阻断海内外名家名团
双向流通之际，无意中给予国产

原创团队、作品充沛的成长时间

和巡演舞台。
更多 80后、90后的青年表演

艺术家活跃起来，剧院的“空窗期”
变成了“窗口期”。更多原本在小剧

场的演出登上了大剧场。更多注重
原创的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被看

见……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作
品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题材。江苏

大剧院决定排演舞剧《红楼梦》，就
是由青年职工投票选出来的结果。

话剧《红楼梦》编剧喻荣军早在 10

年前就写了第一稿，中间阴差阳错

始终没有机会“立”上舞台。而剧组
相中的导演———既熟悉戏曲又根

植话剧的中戏京剧系主任曹艳，因
为忙于教学只有暑期有空……上

海越剧院复排《红楼梦》，则是紧跟

上海舞台进入“驻演时间”的步伐，

选择汇聚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且在
现代戏曲进程中很难逾越的“巅峰

之作”———越剧《红楼梦》，由第十
代青年演员接棒登台亮相。

国潮涌动“中式审美”

三台《红楼梦》的演员班底几
乎都是 80后、90后，自然会把已经

劲吹的国潮风带入舞台。就目前公
布的舞剧《红楼梦》定妆照看来，演

员服饰既尽可能接近小说描绘的细
腻与精致，又具有现代审美，让人联

想起先前在上海演出引起轰动的

舞剧《只此青绿》———焕发了中国
古典审美中的色泽与美学理念。

话剧《红楼梦》也向戏曲美学、
肢体表达和演剧风格借鉴。喻荣军

表示，戏曲的写意风格、哲学理念
都融入了这部话剧。尝试以戏曲背

躬（角色背对角色，面向观众评述、
表达的表演方式）与话剧叙述者的

方式相结合。在舞美上更是通过多
次工作坊达成“绚丽多彩的白色”

的主题———既对应了“白茫茫一片
大地真干净”，也留给观众更多的

想象空间。6小时话剧“洒了 15次
纸片”———有开场时的雪花纷飞、

也有黛玉葬花时的落英缤纷，这一
意向强化了人生的碎片化。喻荣军

说：“探索舞台上的中式审美是必
须的，无论是从中国戏剧工作者的

职责出发还是从海外巡演要带给
外国观众怎样的中国审美出发。”

该剧口碑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多而
增长，年底还会在上汽 ·上海文化

广场复演。

青年观众纷纷进入剧场
剧组在寻找、发展青年观

众，青年观众也在寻找、进入剧

场。越剧《红楼梦》在宛平剧院上

演前，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有

点担心，他们自 1958 年首演起，
传承到第六代的《红楼梦》，是否

会吸引青年观众。但是据售票渠
道分析，最后有 60%以上的门票

是通过网络售卖完成的。他们还

开发了不少衍生产品———檀香扇
是为中老年观众订制的，香氛则

是为青年观众订制的，后者也卖
得更好。

上海话剧中心本身的观众群
就以青年人居多，但是话剧《红楼

梦》也吸引了热爱戏曲的青

年观众。无论是宛平剧场还

是话剧中心，都感叹吸引了
更多新的、年轻的观众群。至
于舞剧《红楼梦》，已经以一
票难求的姿态证明了其在青

年观众里的号召力。
这三台有着各自坚持但

同样守正创新的《红楼梦》都

汇聚在上海这个“演艺大世
界”，显示出上海舞台既是“码

头”，也是“源头”。
本报记者 朱光

三台《红楼梦》汇聚“演艺大世界”

    三台《红楼梦》，守了各自的正，

创了各自的新。 其中，剧目本身创
新步子最小的越剧《红楼梦》在营销

方面创了最大的新。 戏曲的本质是
“程式化”，程式化的意思就是表演

遵循各种规范与套路———上身不
动， 下身以小碎步跑起来的 “跑圆

场”，通常就是指角色赶了路，换了

地方。 戏曲再创新，但其传承多年
的套路还是需要传承的。 这一特质

也成为舞剧《红楼梦》彰显“传统”之
处———他们在舞剧中也挪用了“跑

圆场”这一戏曲肢体表达……

那么，越剧《红楼梦》如何创新？

他们把宛平剧场打扮成 “人间仙
境”，同时开发同题“扮美”生活的防
水睫毛膏、 檀香扇、香

氛等等。 美，对观

众的吸引不分年龄———既有 “40年

没进剧场”的老观众被这部戏吸引回
归，也有“一直听到过越剧《红楼梦》

是经典，但是第一次来看”的青年观
众被中式审美进入现代生活的产品

吸引。 上越院长梁弘钧的话倒也中
肯：“戏曲的排演成本比一般舞台剧

要高”，其服化道比现代戏复杂、细腻

得多。因而，文创产品、衍生产品的开
发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好的作品自带软实力。 既然软
实力可以带来消费力， 上越就联手

豫园、大隐书局、百视通乃至银行等
进行跨界合作。 梁院长期望， 三年
后， 文创营收与票房收入为

3:7；再过一个三年，

能两者倒置。

    江山依连血脉传，南水润北

国，古河展新卷……日前，京剧交
响套曲《京城大运河》亮相上海大

剧院，一曲余韵悠长的《百年通惠

话沧桑》唱响黄浦江畔。
序幕开启，一曲《一支塔影见

通州》奏响刹那，便将观众带入徐
徐展开的历史长卷。作为三度唱响

国家大剧院的北京大戏，《京城大
运河》实现了将京剧艺术与西方交

响乐相融合的有益探索，尤其是重

点描绘“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脉

络，开创了该题材舞台艺术创作之

先河。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兼首
席指挥李飚认为：“《京城大运河》是

一次意义非凡的守正创新。”

舞台上，北京京剧院 18位演员
轮番上阵，“七朵梅花”争妍斗艳，或

激昂、或低婉、或雄浑、或旖旎，艺
术与历史交融、传统与现代交织、

理想与现实交汇，让人如痴如醉。

其间，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不绝于
耳。有年近八旬的戏迷大呼过瘾：

“这部戏让人看得痛快！既欣赏了
京剧艺术，又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

历史，两全其美。”
参与演出的北京京剧院叶派小

生李宏图表示，艺术作品要坚持不

懈地打磨才能成为精品，观众的反

响是最好的证明也是最好的鼓励。
据悉，《京城大运河》是第一部反映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历史的舞台艺术
作品，艺术家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能够唱响上海大剧院，证明了
这部大戏拥有的良好基础。在经过

三轮修改后，《京城大运河》还将进

一步打磨，力争成为讴歌时代和民

族精神的力作。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点评：

“这部作品既有豪情、激情，更有深
情，它为时代和民族放歌，更为伟大

的中华民族放歌，它既有历史的厚
重，又有现代的震撼力。”上海京剧

院的梅派青衣史依弘也感慨这是一

部“精妙且感人的创意之作”，通过
艺术的形式，令观众了解大运河以

及中华民族的历史。

本报记者 朱渊

《京城大运河》唱响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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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经典越来越吸引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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