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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 88岁了。”虽然赵

开生耳朵不太好，但依然咬字清
晰，声如洪钟。最初接到演出通知，

他有些犹豫，2013 年他的心脏做
了手术后，已经久未登台，上一次

演《珍珠塔》，已是 25年以前。“和
老观众见个面”，这句话说服了他。

赵开生回忆起当初和这部书

的缘分，小时候，听一位票友邻居
唱评弹，听会了四句“方卿见娘”，

正是这四句，让师父周云瑞拍板，

带着赵开生踏入了评

弹圈。这一次，赵开生

自称是以一名听众和
老演员的身份，坐在台

上检验季毅洋、郑鸣秋两
位青年演员的传承汇报。

晚会上青年演员解燕
将单档表演《繁花》片段，三分钟里

包含了说、唱、表等丰富内容。老听
众们在众多优秀的老中青评弹演

员中，看见了解燕的名字，都很欣

喜。一位青年书迷感慨，如今潮平

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正是评弹发
展的好时节，祝福之声与对评弹的

美好期待，不绝于耳。

    弦歌声声催，曲苑繁花开，七十芳华弹指

过，旧雨新知喜相会。从 1952年新中国首部
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去芜存菁

的《玉蜻蜓 ·庵堂认母》等经典书目，再到《繁
花》《林徽因》《战无硝烟》等近年大热的新创

作品，一台名家纷呈的晚会，将用作品带领观
众见证评弹艺术的继往开来。

江南评弹的魅力哪里来？上海评弹团团

长高博文说，根本在于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提
高自身艺术修养和思想水平。“那时候老艺术
家下生活，直接住在村民家里，《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评弹团开始一项“拯

救”工程，比较典型的就是《玉蜻

蜓》《三笑》等书目。“过滤糟粕，

但不能把味道过滤没了。”改

书的过程中，蒋月泉把老的

《庵堂认母》先说一遍，改完
了大家互相听，再到书场里

去演，听观众意见。
传承有章法，创新有苗

头。在上个月举行的第八届
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上，苏

州观众看完《战无硝烟》由衷

感叹：“到底是上海团！”观众
的认可可见一斑。

文体新闻8
本版编辑 /吕剑波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1 年 11月 5日 /星期五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文娱

上海评弹团努力传播江南声音

流过70年时光弹唱之间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顶着“吴韵一哥”的名号十余

年，高博文坦言，是时候让后生们挑
大梁了。

高博文 1991年进团，正逢评弹
低谷期，同学们都另谋生路，饶一

尘、陈希安、赵开生三位老师比以往
更迫切希望留住他。每次去饶一尘

家，饶老师都要烧一桌子菜；去陈希

安家，高博文从来没空手回去；电视
台邀请赵开生去录像，他都派高博

文去，多花几倍精力给他说戏。
高博文成了上海评弹团艺术精

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到现在我也
是这样对青年演员，给他们创造条

件，让他们感受到在上海工作是温
暖的。给学生说戏，精妙之处也都

是那时候老师们传授给我的。”

00后的“颜值小生”林昱辰，这
次要和搭档王雨虹，与师父黄海华、

师母吴静慧四人共同演出《白蛇传》
选曲。林昱辰透露，不久前有一档综

艺节目找过他，希望他能加入新成

立的曲艺男团，被他婉拒了。“刚进
团一年就去了国家大剧院演出，这

次又碰上建团七十周年晚会，我想
靠自己的本职工作红起来。”

除了传统书场，校园、豫园湖心
亭、四川北路石库门里都已经或即将

成为评弹新阵地。在上海评弹团的微
信公众号里，一条高赞回复表达着听

众的认可：“评弹有新生，评弹话新
声，评弹创新盛！” 本报记者 赵玥

演绎建团史

见见老观众

评弹有新人■ 赵开生

（左）与高博文
同台

荩 观众戴上

眼罩体验
茛 剧场全景

记者 王凯 摄

■ 1959年上海评弹团在文化广场演出

     87岁的评弹表演
艺术家赵开生， 昨天带
着 22岁的徒孙季毅洋
在乡音书苑排起了 《珍
珠塔·方卿见娘》。11月
7日， 这对爷孙搭档即
将在上海评弹团成立
70 周年庆典晚会上亮
相，托起这部出流派、出
名家最多的长篇弹词。

张如君、 刘韵若、 薛惠
君、沈伟辰、孙淑英、庄
凤珠、 沈世华等久违舞
台的老艺术家也将与当
今评弹的中坚力量和新
秀一起， 娓娓道来上海
评弹团这 70年。

    戴上眼罩，在“动物凶猛”中开始原始丛

林探险之旅吧！你能听见狮子在耳边咆哮，也
能看见斑马奔腾而过，而在丛林深处，等待你

的还有原始部落的歌舞，和一双双热情好奇
的眼睛。有人或许会问，不是戴上了眼罩，哪

来那么多内心戏？嗯，那是声音带来的画面

感，逼真得宛如身临其境。
昨天，“闭关”多时的上海大剧院小剧场

经改造后重新亮相，这方演艺新空间拥有一
个与之十分匹配的新名字———New Box。作

为上海大剧院建设智慧剧院的“实验场”，
New Box在音响效果、吊杆系统、动捕技术等

方面做了许多崭新尝试。而为 New Box量身
打造的首台驻场演出《摇滚玖拾度》音乐会也

将于 11月 19日上演。
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 New Box 演艺新

空间的表演面积有 140余平方米，观众坐席
最多可设 258个座位，舞台机械方面拥有吊

杆 36根、音箱 190个，在同类型剧场内极为

少见。据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

介绍，它是国内首座配
备“四维全

息声”音响系统的小剧场，能够适应不同类型

演出的声场要求。
New Box是国内首个按照“标准化格栅

运走轨道”，实现智能吊挂系统，可满足舞台
可移动、灯光、音箱位置可变等需求的小剧

场。而这个“魔盒”般的小剧场还有另一项黑
科技便是“实时动捕抠像模块”技术，它可实

时记录舞台表演，演员无需额外佩戴仪器即

可获得精细记录，保存的演出内容可为后续
多轮复演打下坚实基础。

昨天的体验现场，New Box也发布首个
驻场演出计划———“New Box音乐剧 Gala”，

该计划将在未来成为一处发现新声、培育新
作的专业平台，利用多年来所累积的演艺资

源，为新人提供舞台，为新作提供实验场；未
来 New Box演艺新空间还将成为包括剧本

诵读、唱作表演工作坊以及片段展示在内的
新作萌芽摇篮。

本报记者 朱渊

走进小剧场为啥戴眼罩
———大剧院 New Box “开箱评测”

    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拜耳连续第四

年参展进博会，秉承“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
企业愿景，携旗下三大业务板块处方药、健康

消费品和作物科学共同亮相。围绕中国人民
追求健康美好生活的五大关键诉求———“食、

养、防、诊、治”，拜耳将充分展示自身在医疗健
康和农业科学领域的创新成果，并举办一系列

重磅活动，履行在华长期承诺，深化未来发展

布局，全方位支持中国百姓实现健康美好生活
的愿景。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拜耳最重要的市场
之一。”拜耳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沃纳 ·保曼

（Werner Baumann）表示，“作为一个共享、交
流、合作的国际平台，进博会为像拜耳这样的

跨国企业带来了不容错过的机遇。我们愿以
进博会为契机，强化创新、深化合作，惠及更多

中国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
进博会为包括拜耳在内的跨国企业提供

了一个充分展示其创新实力和先进技术的卓
越平台。在处方药领域，拜耳的一款口服雄激

素受体抑制剂（ARi），可用于治疗有高危转移
风险的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

拜耳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CGMs）通过提供分
钟级连续的组织间液葡萄糖信息，为患者自我

血糖管理和医生临床治疗方案的决策提供依
据。拜耳中国首款智能化信息化 CT高压注射

系统，针对患者提供对比剂个性化注射方案，
帮助基层医患得到更精准的诊断。拜耳还将

展示细胞与基因疗法领域的突破创新进展，关

注存在高度未满足需求的多个治疗领域，例如
包括帕金森病在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

疾病以及庞贝氏症等罕见病。
在健康消费品领域，拜耳将呈现一系列创

新、高品质、科学证实的健康消费品。“明星”
展品之一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引入的全球复

合维生素知名品牌 One A Day 新推出的多
维果肉小方，产品萃取自天然真实果肉，富含

十种核心营养素，满足全家营养所需。另外，

专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的达益喜 生动演绎了进
博会如何助力从“缔结合作”到“展品落地”再

到“商品上市”的“溢出效应”。

在作物科学领域，拜耳植保、种子和数字
化三大业务领域本地实践悉数参展，其中包括

拜耳正式向中国市场推出的其首款创新型氨

基酸类生物刺激剂安必神 。同时，拜耳还将带
来迪卡玉米、番茄、西兰花、甜椒等高品质作物
品种。此外，拜耳现场还将展示行业领先的一

站式服务种植者平台“悦农堂”和数字化农业

服务中国试点项目 Plantect 等在华数字化农
业本土实践，勾勒由数字化赋能的未来现代化

农业生态体系。
未来几日，拜耳展台将以医疗健康日、作

物科学日、影像诊断日、公共健康日四大主题
日为索引，导览多项与政府和本地合作伙伴的

重磅签约仪式，全面深化拜耳在华布局，助力
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四载相聚进博会

拜耳聚焦生命科学创新
描绘“健康中国”大蓝图

R

R

R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