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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时代的歌唱出时代的故
事，依照每季一首定场曲的惯例，昨晚在美琪大戏院首演

的舞台剧《繁花》第二季，在叶倩文脍炙人口的《潇洒走一
回》歌声中亮相，沪生、阿宝、小毛乃至陶陶和他们带出的

同时代的小人物，因着“拿青春赌明天”和“用真情换此
生”的不同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

作为第二季一大亮点，潘虹饰演的黎老师出场仅 20

分钟，却贡献了细腻精准、张弛有度的表演。这也是潘虹
继 2004年明星版《雷雨》后，时隔 17年，再度回归舞台。

她的出场亦是氛围感拉满———一顶破旧得看不出原本模
样的苏绣帐子，一间有外人来访需要开窗通风的破旧老

屋，一个活在自己封存记忆中的老太太。舞台上的潘虹一
头花白的发、披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毛衣，因为眼盲，眼神

没有聚焦却带着几分迷离，那里承载着旧时的梦和一丝
几乎绝望的希冀。

这是一个被“卡”在时代车轮里，被折叠在城市空间
中的女人。她曾为爱奋不顾身，也体验到了获得爱的幸福

感。与此同时，命运的变故，也让她在绝望无助中煎熬了
30年。虽然是出土文物般的面貌，却保持着自己的生命

力和韧劲。潘虹把握住了“黎老师”外在支离破碎下的内
在坚韧。

“她是我们《繁花》苍凉的底色，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低音。”导演马俊
丰在和潘虹一同创排时，对“黎老师”一角就有这样的共识，“如果说上海是一

幅层次丰厚的画，那么‘黎老师’就是衬在最后面的那一层，她是你拉远镜头后
虚化的背景，虽然看不清晰却是质感的保证，她凸显了你看到的那些斑斓，也

让整个视觉有了纵深。”而听潘虹用地道的沪语娓娓道来记忆中的上海往事，
则如同一段耐人寻味的慢镜头，让随着时代疾步前行的人们得以停留，回顾那

些匆忙丢失在岁月中的梦想和情谊。
原著《繁花》中藏着无数上海市井声音，也在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叙事

中得以还原。有新上海人走出剧场时感叹：“看《繁花》中的上海，能让人更清晰
地看到城市原来的模样。”而许多拿着《繁花》学习手册讨论“沪语小词典”的年

轻人，则更兴致勃勃想要“将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开始，我们都用上海话交

流———我不禁要问：等一歇夜宵吃啥？”
本报记者 朱渊

    提起美声、男高音，许多观众的

脑海中都会蹦出“高雅”“严肃”的标
签。而戴玉强、莫华伦、魏松组成的

“中国三大男高音”，正试图打破这
样的固有印象，为全国观众带去兼

备严肃认真与诙谐幽默的音乐会巡
演。12月 12日，“讴歌时代辉煌”

———中国三大男高音保利院线上海

音乐会将来到上海保利大剧院，为
沪上乐迷献上一场“好听、好看、好

玩”的视听盛宴。
音乐会选择的曲目，既具有较

高艺术水准，能充分反映中华优秀
文化，又“接地气”，在听众间传唱度

颇高。在《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

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
心》等耳熟能详的红色旋律中，三位

歌唱家将带领听众回望百年峥嵘岁
月，讴歌美好生活。此外，外国名曲

联唱《重归苏莲托》《桑塔露琪亚》
《负心人》《登山缆车》，以及民歌联

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凤阳花鼓》

《达坂城的姑娘》《三次到你家》《草

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仅展现三
位男高音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艺术

表现力，也让人们体验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声乐艺术的独特风格与魅

力。
三大男高音的组合形式诞生于

上世纪 90年代初。当时，帕瓦罗蒂、

多明戈、卡雷拉斯组成的“世界三大

男高音”首先在国际音乐舞台登场，
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在

国内，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
瓦罗蒂的亚洲关门弟子戴玉强、上

海歌剧院的艺术总监魏松、香港歌
剧院的艺术总监莫华伦，这三位能

够代表中国男高音顶尖水平的歌唱

家在 2011年走到一起，首次以“中

国三大男高音”的组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亮相。此后，他们陆续在北

京、香港、纽约、伦敦等全球数十座
城市举办了超过 100场的音乐会，

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中西合璧的
表演风格和生动诙谐的舞台呈现，

“中国三大男高音”在全球范围内掀

起了“中国声音”热潮。
此次沪上演出，“中国三大男高

音”将用这台巧妙融合西方古典音
乐传统与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积淀的

音乐会，为世界通行的声乐艺术语

言注入中国心。本报记者 吴旭颖

    8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

指一挥间，可对于个体来说却是
一段漫长岁月，在上海音乐学院

94周年校庆期间，久负盛名的
民间国乐团体———上海国乐研

究会迎来了 80周年纪念活动。
“文曲丝竹 德韵传承”史料展即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在淮海中路

1177号展出。12月的每个周四
下午，研究会的成员们也会相聚

在这里，一如数十年前的前辈那
样切磋技艺、以乐会友。

展览陈设地为上音艺术成
果展厅，图文并茂配以实物的策

划让市民看到了上海民族音乐
尤其是江南丝竹在旧时代的沉

浮和在新时代的发展。上海国乐
研究会正式成立于 1941 年，以

演奏江南丝竹为主，并以文曲见
长，间或演奏一些古曲、广东音

乐等，创始人兼首任会长是被誉
为“箫王”的民族音乐家孙裕德。

橱窗内的一张黑胶唱片，是
策展人何小栋自海外二手网站

上拍得。1947年，孙裕德带领上
海国乐研究会成员随中国文化

剧团赴美，承担国乐组的演奏，
这张唱片就是在赴美巡演过程

中录制。这次大规模的巡演在旧
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

上演了 60余场，上海国乐研究
会也成为较早跨出国门的业余

音乐团体。

同期举办的音乐会上，一把
教学用琵琶经修复后重新在后

人手中响起温润淳朴的琴音。这

把琵琶琴首为凤尾如意，背板为
榉木，年代久远，出现了背板内

拱严重、面板外凸的情况。就在
展览前，这把琵琶刚刚经过修

复，将原面板压平晾干，重新嵌
入琵琶止口内，复原民国制式的

四相十三品，以丝弦张力排品，

缚弦的黑牛角为原件。何小栋介
绍，相比现代的钢弦琵琶，丝弦

琵琶更能模拟出《霸王卸甲》中
锣鼓的声音。

1985年之后，为配合上海
地区编写《上海地区民间音乐集

成》的工作需要，由孙裕德先生
之女孙文妍召集了原上海国乐

研究会的老会员进行了复会。现
任会长孙文妍回忆，童年时，父

亲都会召集成员来家里演奏。孙

裕德住在现在的复兴中路上一

栋小楼的三楼，20 平方米的空
间分为两个房间，放了三张床。

每周日的早上，孙文妍和家人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床，

“一来就是 20 多人，早上起来
拆了床，大家演奏完，晚上我们

再搭起来。”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成员聚

在一起即兴演奏，总能引起很多

人围观，观众从三楼排到了一
楼。逢演出，成员们还会来孙裕

德家里吃晚饭，吃好晚饭，浩浩
荡荡一长溜三轮车从马路上骑

进来，一车车载着成员们去演
出。孙文妍说：“我们家是小家

庭，但是有两个硕大的饭锅，格
格不入地放在灶间门口，江南丝

竹就是这样植根于市民的家庭
生活。”

如今，研究会仍然坚持着每
周一次的活动，只不过地点从家

里换到了尚音小区内的一间活
动室，每周四下午，这里都会响

起江南丝竹的悦耳声音。成员们
不顾路途遥远，浦东金桥、金山

等地的成员风雨无阻来参加活
动。研究会也通过进校园、街道、

剧场、赛事等各个平台传播江南
丝竹、吸收新人。孙文妍表示，江

南丝竹始终植根于上海市民生
活的一点一滴，12 月在展厅内

开设丝竹雅集，正是希望更多市

民可以走近江南丝竹，感受国
乐。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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