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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玥）在上海大世界标志性的六角
亭上，一个镜头从昨晚6时起直播着夜幕下的车水马
龙。这座建筑在转角静静矗立了105年，如今以更年轻
的姿态展现时尚活力。昨晚，一场以音乐剧为主题的生
日音乐会直播在屋顶平台火热开演，丁臻滢等音乐剧演
员齐聚现场，为大世界庆生。
两小时的城市慢直播，让网友以别样的视角一起欣

赏了落日余晖之美。晚8时，伴随着人气环境式驻场音
乐剧《危险游戏》中经典唱段的好听旋律，大世界生日音
乐会正式开启，大世界内日常驻场演出的音乐剧纷纷亮
相，带来一场剧迷的云上狂欢。
环境式驻演音乐剧《危险游戏》、沉浸式推理音乐剧

《小说》、沉浸式音乐剧《月亮与六便士》，7月底即将开
演的原创音乐剧《致爱》、首部小剧场吸血鬼音乐剧《吸
血鬼亚瑟》，主演们轮流献唱剧中人气曲目，瞬间点燃夏
日气氛。特邀嘉宾丁臻滢带来《谋杀歌谣》《阿根廷别为
我哭泣》掀起直播间小高潮。毛二、王芯芯不仅在大世
界的摩登连廊、六角亭内献唱了音乐剧《陪你倒数》《汉
密尔顿》《吉屋出租》中的拿手曲目，互动环节几位嘉宾
更实力破圈，挑战了英文版《后妈茶话会》唱段及《孤勇

者》《父亲》等流行歌曲，让粉丝大饱耳福。
除了高水准的音乐剧表演，昨晚的直播还首发了上

海大世界105周年纪念版数字藏品。藏品以大世界百
余年不变的建筑外形与不断变化的文字招牌作为主视
觉元素进行二度创作，复现大世界六大重要历史时刻，
各种跨时空的魔幻元素围绕建筑呈现，借数字科技将那
段时光记忆珍藏。
活动最后，大世界邀请7月生日的朋友们，一起将

“心愿祝福”打在公屏上，共同参与许愿，“点燃”六角
亭盛大的AR烟花秀，生日蛋糕也以六角亭的造型捧
出。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让这场直播更具网感，拉近
了百年大世界与年轻观众的距离。7月8日起大世界
就恢复了《危险游戏》《月亮与六便士》《小说》《马不停
蹄的忧伤2》等4个剧场剧目的演出，未来，大世界将会
有超过20个剧场空间同时进行各种类型的商业演出。

《八十抒怀》这首诗，被作家彭瑞高引用，
纳入其文章《你们就是我的魂》，成为2019年
—2020年山东省高一语文月考试卷中的阅读
理解试题。市群艺馆的办公楼上，镶嵌着“振
飞楼”三个字——多年前，这里曾是上海戏曲
学校所在地，而俞振飞自1957年起，担任上海
市戏曲学校首任校长，致力于戏校京昆大班、
二班的教学。如今昆曲国宝级演员蔡正仁，正
是俞振飞大弟子，有“小俞振飞”之称。他曾表
示：“在昆剧界，你只有掌握了俞家唱法，才能
说真正掌握了昆剧唱腔。”俞振飞归纳了昆剧的
16种腔格，是昆剧所有行当演唱方法的集大成
者，又称“俞家唱”。如今青年观众十分熟悉的
张军、黎安，也都是俞派小生传承人。而张军又
是归属上海戏剧学院的上海戏曲学校现任校
长。可以说，没有俞振飞，就没有如今昆曲小生
乃至其他行当的举手投足和水磨唱腔。

首展珍品
在此次纪念展的珍贵图片中，我们可以

窥得昆剧泰斗的真实身影及其对昆曲艺术
里程碑式的贡献。展览共分5个部分，“昆
曲简介”“昆曲正宗”“艺兼昆黄”“承前启
后”与“大师流芳”。俞振飞擅昆曲，首先得
自遗传。其父俞粟庐一生有两大爱好——
唱曲、写字，他在继承清乾隆年间的昆宗正
宗“叶堂唱口”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艺术风
格，故人称“江南曲圣”。3岁丧母的俞振
飞，6岁无师自通演唱《邯郸梦·红绣鞋》一
字不差。父亲发现其天赋后，以最为严格的
方法训练他，使其打下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唱念功底。展览上有一张现存的俞振飞最早
的照片——1918年海宁“耐园雅集”合影，汇
集的苏浙沪曲友中，就有俞氏父子。那一年，
俞振飞16岁。
展览中，首次展出的珍品，来自岳美缇的

收藏。1920年，俞振飞移居上海，为多名曲友
授曲。他最早的弟子谢佩真曾跟他学曲五六
年。1978年，谢佩真在扇面上画了牡丹，另一
面则是俞振飞手书的李白诗作《早发白帝
城》。1940年，青少年时期曾专攻书画的俞振
飞给刘訢万画了一幅扇面并题上一首五绝诗，
颇为珍贵。

艺术知己
展览还“见证”了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当

年与俞振飞成为艺术知己的时刻。1924年2
月，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牡丹亭·游园惊梦》，

是他们首次联袂登台，也是两位大师级表演
艺术家正式结交的发端。1923年9月，程砚
秋第二次来沪，10月24日俞振飞以票友身份
与之合作《牡丹亭·游园惊梦》。以上两次演
出虽然没有记录，但是均有《申报》登载的公
演广告为凭。
俞振飞首次登台演的京剧，是1924年之

际上演的《贩马记》（又名《奇双会》），人称“活
赵宠”。此后，他演出该剧达2000多场，依然
广受欢迎。而程砚秋多次劝他下海，成为职业
京剧演员。于是，20世纪30年代，俞振飞先赴
北京拜程继先为师，渐渐与姜妙香、叶盛兰三
足鼎立，成为京剧小生代表人物。1948年，黄
金大戏院特邀马连良、张君秋和俞振飞三位主
角赴香港演出。在香港，张君秋、俞振飞合拍
彩色京剧电影《玉堂春·三堂会审》，成为俞振
飞留下的最早影像资料。

艺兼昆黄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俞振飞

从香港回到内地，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
京剧名家以及昆剧传字辈名家合作，创作、加
工、排演了众多京昆剧目。1955年4月，俞振
飞与梅兰芳、梅葆玖合演京剧《雷峰塔·断桥》，
是为他回内地后的首次亮相。此后，《断桥》被
拍摄成彩色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中的一
折。这也是昆剧折子戏首次拍成电影。

1957年，俞振飞与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
搭档，成为戏曲学校校长、副校长，致力于京昆
教学与传承，并且塑造了大量京昆经典剧目。
两人与梅兰芳合拍了彩色昆剧电影《游园惊
梦》，这也是梅兰芳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主
办方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收藏的《游园惊梦》电
影海报上，犹可见得大师的舞台风采。
大弟子蔡正仁时常得到他的指点和提

携。1982年，俞振飞书赠蔡正仁七绝一首：
“转益多师与古同，总持风雅有春工。兰骚蕙
些千秋业，只在承先启后中。”

本报记者 朱光

昆曲兰馨之香 泰斗求艺之精
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今开幕

大世界105岁了

《八十抒怀》

俞振飞

侧立歌坛甲子巡，繁弦急管海天晨。

古香新艳心同折，魏曲梁词韵尚真。

万卷积山但初学，千花凝彩犹稚春。

朝阳灿灿征途远，八十还当续问津。

“魏曲梁词韵尚真”这七个大字，印在今天
上午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开幕的“雅韵千秋——
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的海报之上。这句
诗出自昆剧泰斗俞振飞的一首诗《八十抒怀》，
“魏曲梁词”指的是魏良辅的曲，梁辰鱼的词，正
是向开创昆曲谱曲与作词艺术的两位大家致
敬，指代的也就是昆曲艺术；“韵尚真”则凸显了
俞振飞对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理解——韵律与气
质，要崇尚真情实感。120年前的今天，正是原
籍松江的俞振飞，出生在苏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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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剧照

▲ 俞振飞、马连良、

张君秋（从左至右）

� 俞振飞诞辰 120

周年纪念展上午开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俞振飞手书的李

白诗作《早发白帝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