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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玥）11月7日至9日，

上海沪剧院青年传承版沪剧《陆雅臣卖娘

子》《庵堂相会》以及一台折子戏专场将在天

蟾逸夫舞台连演3天，演出班底正是沪剧院

最年轻的2013级青年演员。经过4年舞台

锤炼，这批新秀组成的青年团已经颇具市场

号召力，上个月在宛平剧院连演6场，反响

不错。沪剧名家汪华忠赞赏道：“沪剧新的

一套班底已经出来了，一个班都好，不容

易。”

这群年轻人最近白天在《陈毅在上海》剧

组排练，个个腰酸背痛；晚上继续为这3台演

出排练，入迷到忘了白天的疲累。看到他们

每天高强度沉浸于戏中，青年团团长吴争光

是又心疼又欣慰，他深知只有这样才能加速

青年演员的成长。

这次上演的《陆雅臣卖娘子》《庵堂相

会》，堪称沪剧教科书级经典剧目。剧中不仅

有上海早期城乡社会的生活气息和文脉记

忆，还有文派、丁派、石派、解派、邵派、王派、

杨派、春派等经典流派唱腔。两部剧延续了

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版本，复排导演舒悦在

整理、挖掘、传承的基础上，保留了经典唱段、

唱腔、念白，并结合当下审美品位，对部分唱

段重新编排，根据演员的嗓音特点，将“娘舅

赋”由赋子板改为三角板，演唱出来更具沪剧

韵味。

11月9日上演的折子戏专场，包含了《星

星之火》《碧落黄泉》《雷雨》《杨乃武与小白

菜》里的经典选段，名家将以“盲盒形式”客串

剧中角色。还有一出沪剧小戏《亲情》，则是

讲述抗疫故事。

此前的排练期间，韩玉敏、沈仁伟、汪华

忠、张杏声、徐伯涛、王明道、王明达、王珊妹

等沪剧名家轮流坐镇排练场，从咬字、唱腔、

形体、表演都一一进行辅导。韩玉敏表示：

“老戏要比新戏难唱得多，演出老戏为他们未

来演出新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沈仁伟表

示：“沪剧的根就是传统，立足传统才能发展

创新。听到这些老流派、老沪剧的味道，观众

们都热烈地鼓掌。观众满意，我们也满意，这

一炮才算真正打响了。”

昨晚的演出，那些
旋律，那么熟悉，又那么
新鲜。
关于《铁道游击

队》，吕老说，大的情节没
有变，这次修改主要考虑
和声、乐器的配置方面如
何调整得更有效果。
关于《白求恩在晋

察冀》，吕老说，新增加
了白求恩思念故乡的篇
章，“从另一个侧面来表
现白求恩，体现他丰富
的人格力量。我写的时
候也非常动情，甚至含
着热泪。”
关于《红旗颂》，修

改了54年才最终定稿，最终的定稿标
准是什么？吕其明郑重道：“我觉得
达到了我自己的思想和技术的标准，
便会定稿。”他说：“我的作品，可能没
有高超的技巧，但有淳朴的情感。我
拿着音乐这个工具，是要千方百计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关于《使命》，10年来一直在演

出，吕其明和陈新光也一直在反复进
行修改加工。甚至不到5分钟的《手
拉手——中华大家园》，诞生以来也
修改了好多次，“我们一直在思考哪
些地方还可以调整得更好一点”。
92岁了，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批杰出的作曲家，吕其明获得过无数
的荣誉，包括“七一勋章”，但他仍旧
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
力。他说：“每天我会浏览十多种报
纸上的重要新闻，收看电视新闻。时
代在发展，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观念、
思维方式都应该不断改变，在继承优
秀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他说，“只
要我还有精力，就要继续创作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讴歌新时代的音乐作品。”

孙佳音

部部作品都是心声 吕其明作品
音乐会暨五部红
色作品新书首发
式举行

“作为老党员，老战士，首先向我们亲爱的
党胜利召开二十大，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
烈的祝贺。希望今天以音乐会的形式献上我的
一份薄礼。”昨晚，“使命——吕其明作品音乐会

暨五部红色作品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交响音乐
厅举行。演出结束，92岁的吕其明在全场观众
热烈的长久的掌声中走上舞台，他动情地说：
“这5部作品都是我的心声。”

66年前，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铁道游击队》，让几代观众记住了

微山湖畔铁道线上那支神奇的抗日队伍，也让那首抒情又有战斗性的电影主

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唱至今。

昨晚7时30分，熟悉的旋律响起，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为整台演出拉开

帷幕。吕其明说：“这个作品到现在还广为传唱，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是我觉

得还不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打磨完善。这次修改的一个亮点，就是把中部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这里的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的音

乐，进行了加强。用军号吹、战鼓响，增强了战斗精神。”

战斗交响诗《铁道游击队》1

“2020年，在电视里我看到了广大医务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奋战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一线的事迹，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就想，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能够

做点什么？我想到20世纪60年代曾受邀为电影《白求恩大夫》写过音乐。”于

是，他将《白求恩大夫》组曲重新提炼，浓缩为一个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

察冀》，以此讴歌白衣战士。这两年，吕老又继续做了一些修改加工：“比如前

面引子部分，有一段圆号的独奏，表达我在白求恩纪念馆参观的感受。站在

白求恩雕像前，往事钩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抗日根据地……”

2012年，吕其明和陈新光两位作曲家，用29天倾力打造出交响组曲《使命》，向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献礼。“初稿演出时，只有一个序四个乐章。第四乐章运用唢呐和民族打击乐营

造出欢腾的节日气氛，庆贺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没表达完整，在亲身

感受胜利喜悦的同时，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于是，这一次修改他们又为这部交响组曲增加

了一个尾声，从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到呈现“路途艰难”的音乐画面，最后回到整部交响组曲

的音乐主题，在号角声中融入国歌元素，把整个乐曲推向庄严、大气、辉煌的最高潮。

台上，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跟随着激昂的旋律，好几次几乎蹦跳着指挥；台下，

坐在吕其明身边的指挥家曹鹏在每一个乐章结束时都热烈地鼓掌，好几次侧过身体，伸手

向老友致贺。

沪剧新一代走上城市主舞台

昨晚演出在欢快昂扬的管弦乐《手拉手——中华大家园》中落下帷幕。这首歌，很短，只

有4分多钟；但这首歌也很长，“我们用了很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包括火把节的

音乐等,这些也是我几十年来的积累。”

吕其明说，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我力求雅俗共赏，一定要让

普通民众能够听懂，一定要民族性格鲜明。”他还说，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表达，不

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要赢得人民大众的喜爱。“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去表达人民的思想

和情感、去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文艺作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

人民。”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凝练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

1965年春，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作为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开幕

曲，一举大获成功。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管弦乐作品。1979年，

《红旗颂》首版乐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此后40年间，吕老对作品精心打磨、

反复修改，于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定稿版《红旗颂》

总谱。2021年，又推出管乐队版《红旗颂》。昨晚，为钢琴与乐队而作的新版本《红旗颂》首

次公开亮相，原曲中耳熟能详的旋律，通过钢琴的音色诠释得更抒情更饱满。“我在中间部

分增加了一段由钢琴家自己即兴演奏的片段。”

手记记 者

熟悉的
햸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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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与乐队 新版《红旗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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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场也精彩《手拉手——中华大家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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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个尾声《使命》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