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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上海地区九

个入围作品或团队的惠民展演在上海星舞台拉开

帷幕。每三年评选一次的群星奖是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

奖，今年上海的成绩骄人，入围决赛作品数量与东道主北京

并列第一，其中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共八个作品入选决

赛，广场舞、合唱上海亦有两个团队直通决赛，是决赛入围

作品数量最多的一次。

此次展演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进程”为主题，入围的

作品充分展示了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舞台上，可以看到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比如青年编导刘晓

耕的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作品讲述了两个同为二十

岁的年轻人跨时空的相遇，“穿越”的小战士发现自己将要

牺牲，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战场，小战士的一句“你记得

我，我就活着”，是烈士的远眺，也是今人的回望。上海说唱

《砺剑云端》用传统曲艺形式述说了空军试飞员的故事，作

品中试飞员童伟强用他的智慧和顽强的意志换来宝贵数

据，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改进提供了有力支持。还有沪书

《觉醒者》通过讲述《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当年的百代唱

片公司录音棚完成灌制的故事。

上海的作品中也饱含浓浓的乡情。口琴重奏《爱上这

座城》（见下图）就是为千千万万的上海人而作，舞台上的口

琴演奏者都是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斜杠青年”，他们都是

小时候学会了吹口琴，长大后在各行各业发展，小小的爱好

一直陪伴着他们的成长。作品中不断有若隐若现的《茉莉

花》旋律贯穿，能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诗

意，同时与爵士音乐的结合，交织幻化出“爱上这座城”的情

感和理由。作曲孙彬彬表示，自己的老家在温州，但成家在

上海，在上海生活十几年，深爱这座城市，爱它的包容、它的

文化和它的活力时尚。机缘巧合碰到魔幻之声口琴乐团萌

生了写口琴作品的想法。

还有上海直送的广场舞《弄堂烟霞》，音乐改编自《四季

歌》，身着海派旗袍的阿姨妈妈们用舞蹈展现上海弄堂女子

的生活场景，洗衣做饭，照镜梳妆的场景与动作均被融入舞

蹈中。通过时空对话呈现出“忆往昔”的美好时光和对“向

未来”的美好憧憬，广场舞跳出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

海派韵味。

群星奖决赛前的惠民展演旨在与观众面对面，持续打

磨作品，后续还将分别在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嘉定文

化馆各演出2场，共巡演6场。群星奖决赛评奖将于9

月举行。 本报记者 吴翔

8月16日，上海图书馆东馆公测

将重启，一楼少儿区、无障碍阅览室，

二楼报刊乐龄，三楼阅读广场，四楼法

律馆、手稿馆、家谱馆等，五楼音乐馆、

美术馆、表演艺术馆等，都将在此次公

测中开放，欢迎读者到来。读者可以

通过预约通道进行线上预约，线下参

与。

上图东馆建筑面积约11.5万平方

米，是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

馆。地上7层、地下2层，完全开放后

给读者的使用面积高达80%。从上图

东馆3楼阅读广场南边庭看出去，有

一片树林，经过测算，3楼的高度差不

多与树冠齐平，身处三楼阅读广场就

像在树冠上眺望一样，所以上图东馆

3楼又被称为：“飘浮在树冠上的玉

石”。3楼阅读广场是一片有着超高

挑高的开阔地，一边是一整墙斜切造

型的立面大窗，每块玻璃有6平方米，

达1吨重。

在这个区域，上图东馆服务机器

人将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图书查询、

图书讲解、图书推荐、室内导航、智能

对话、巡逻广播等服务。

公测时间为：8月16日、18日、20

日、23日-27日。其间，上图东馆参

观导览服务每天开放两场，分别为

10：00-11：00、14：00-15：00，20人以

上成团，每场次不超过30人。读者

可以按需至小程序进行参观预约。请

在参观预约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东馆一

楼中庭咨询台。出示参观预约二维

码，凭二维码领取讲解设备，并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佩戴使用。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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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몣空뻧풺2022场싖空뻧场《祝
台늮폫힣펢첨》演췭뾪出，院퓚见욽뻧풺
出돶10场。出쇋펭뷓좫탂的场出돶，
见욽뻧풺샯쯦뒦뿉볻《祝힣》中“蝶뗻”的
面뗤场쏦，穿튻캻죫场맛훚뚼뫃쯆뿉틔뒩
空쪱뿕，喻쇙웤뺳뗘룐쫜헢튻뛎벸뫵볒폷
事쿾的낮쟩맊쫂。

全院聚力演绎经典
继去年驻场越剧《红楼梦》后，上越再一次在

宛平剧院开启驻演，本轮驻演将分为袁范版、范

傅版两个流派版本，上海越剧院专门为此打造了

强大的演出阵容。9月14日场为名家版，章瑞

虹、方亚芬分饰梁山伯与祝英台。8月16日场，

越剧名角章瑞虹与陈颖时隔四年再次搭档演绎

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梁祝》在一代代越剧演员的传承下，孕

育并积淀了独特的艺术价值。1945年，袁雪芬

与范瑞娟合作，演出了经初步整理的《新梁祝哀

史》。1955年上海越剧院排演该剧时，剧本由袁

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等执笔，黄沙导演，范瑞

娟饰梁山伯、傅全香饰祝英台、张桂凤饰祝公远、

吕瑞英饰银心、魏小云饰四九、金艳芳饰师母。

1953年，越剧《梁祝》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

制成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上海于1954

年8月25日起，在大光明、大上海等22家电影院

首轮公映1000余场，观众近155万人次。该片还

发行到加拿大、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仅在香

港一地，共放映187天，观众达65万人次以上，打

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

昨晚首场范傅版演出由斯钰林和邓华蔚饰

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位演员曾受范瑞娟、傅全香

的言传身教，斯钰林感慨：“很幸运在戏校时范老

师曾手把手教我，她把一生舞台实践的经验都讲

给我听，现在老师的话仍然常常在我耳边回响。”

唯美场景沉浸观演
驻场版《梁祝》开票的消息一出，就引发戏迷

争相抢购。现场美轮美奂的布景延续了《红楼

梦》的唯美，粉紫色系吸引了众多戏迷与“化蝶”

合影。越剧爱好者施唐慧坦言，《梁祝》已经看了

无数个版本，依然值得一刷再刷，她的背包上还

挂着自己扮演梁山伯时的相片钥匙扣。

除了传统的越剧戏迷，现场来了不少青年观

众和亲子家庭，一位小女孩指着空中悬挂的蝴蝶

兴奋地说：“我知道化蝶的故事！”观众吉莉特地

带刚学越剧的女儿前来观演：“优秀文化需要孩

子来传承。我们很支持经典好戏驻场演出，这一

场看完我们还可以再来看其他阵容，9月的名家

版我们也会再来。”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表示，驻场演出不仅

为演员的代际传承提供更好平台，也让观众在短

时间内全面了解越剧提供了可能。不同流派唱

腔风格的差异化，可以在同一部作品里细致地展

现出来。“今年11月、12月我们的越剧《红楼梦》

还会返场驻演，明年我们将主打流派特色，将流

派的代表作集中带给观众。”梁弘钧说道。

此次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驻场演出为回

馈医务工作者们辛勤劳动与默默奉献，增开了2

场公益场演出。传唱90多年的越剧《梁祝》将惠

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为上海疫情无私奉

献的人们，让辛苦付出的他们以低价享受越剧经

典。 本报记者 赵玥

▲宛平剧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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