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带着谱子来听音

乐会”，钢琴家陈萨谈及与华沙爱乐携手为

东艺新乐季上演揭幕音乐会时感慨万千：

“乐迷也越来越专业。”与此同时，东艺在大

堂新设立一

个 多 巴 胺

色 彩 的

“ 有 谱 书

店”，呼应着

此 番 新 乐

季 的 主 题

“人生无限 · 心

中有谱”。今年9

月起至明年2月，将有

61台101场精彩演出在东艺

轮番上演。

昨晚，波兰指挥家雅切克 ·卡斯普契克

携手钢琴家陈萨带来“全斯拉夫”音乐盛宴，

献演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第

九交响曲》。音乐家一定是心中有谱之人，

虽说钢琴上有摆放谱子的位置、小提琴家面

前会有谱架，但是几乎所有的演奏家、指挥

家都胸有成“谱”。东艺感受到观众与音乐

家的连接，特意搭建“有谱书店”，把每一场

音乐会的乐谱都收纳其中。这一书店，也是

东艺作为剧场界首创“美育联盟”的窗口与

实践。

“听交响 到东方”始终是东艺的核心定

位，多家世界名团重返他们的“中国之家”。

马祖耶夫全套“拉赫”钢琴协奏音乐会等多

个项目开票后已火速售罄。纯正的俄罗斯

之声，是此番交响乐系列聚焦点。柴可夫斯

基交响乐团将由九旬指挥泰斗弗拉基米尔 ·

费多谢耶夫率领，于9月21日演绎“柴五”

“柴六”。深受观众期待的捷杰耶夫（见左
图）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也将于10月17日

盛大归来。

德奥音乐素来爱好者众。曾经四度登台

东艺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将在指挥大师

蒂勒曼执棒下，于11月1日至2日回归东艺。

维也纳之声交响乐团等也将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小提琴家文格洛夫、钢琴家王

羽佳、日本新星藤田真央、意大利钢琴家亚历

山大 ·罗曼诺夫斯基、俄罗斯钢琴家安德烈 ·

皮萨列夫等名家也令人期待。

在东艺，你还能看到戏剧。“柏林戏剧节

在中国”首演剧目为德国波鸿剧院出品、克里

斯托弗 ·卢平执导的《新生活：我们将何去何

从》，将于11月底亮相。东艺还将继续推出自

制剧目——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话剧《向延

安》，改编自作家海飞的同名小说，由李伯男

执导。《旗袍》等不少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

让海飞也为观众熟悉，但是《向延安》是其同

名作品首次被改编成话剧。该剧保有悬疑剧

的风格，呈现的是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时战

乱的上海。文学是戏剧的基底之一。《白鹿

原》《骆驼祥子》《两京十五日》等自文学改编

成的戏剧剧目也将连番登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圣彼

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带来的《安娜 ·卡列尼

娜》以及首次来华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以

色列卡米亚现代舞团带来的史诗巨作《布兰

诗歌》，还有中芭带来的《红色娘子军》等，都

将展示出各国舞剧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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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新东苑沪剧团当家人沈慧琴

日前演完沪剧《大雷雨》出门，遇
到几个小沪剧迷问她要签名。小
沪剧迷在邀请她签名之前，还加
了一句说得很正宗的台词：“天要
黑了……”她一下子觉得自己办民
营院团唱沪剧多年有成效、很值得。

也是由新东苑出品的沪剧
《飞越七号桥》传承版，首次由一
群 岁至  岁的孩子演绎，好评
如潮：“ 个陈飞龙、4个赵春梅，
像模像样。”这个少儿团队里，还
有“小梅花”“小白玉兰”，演技不
俗、煞是可爱。

据悉，上海登记在册的沪剧
团有   多个，其中活跃的有   
多个，进入良性循环、常演常新的
也有  余个。一旦举办沪剧月活动，报名者多到

“拦也拦不住”。唱进学校、唱遍社区、唱到客堂间、
唱入图书馆，足见沪剧如何深入人心。今年  岁
的张六琴一直忙于事业，“  年没接触沪剧，只是
偶尔哼哼唱唱”。她更向往沪剧大舞台，于是邀约
舒悦担任艺术总监，新近成立了天豪琴悦沪剧团，
还带动了上海沪剧院的青年演员，上演沪剧大戏
《陆雅臣》，一票难求。明晚在逸夫舞台揭幕的
    第四届上海民营剧团沪剧展演月，以十大流
派汇聚的方式呈现《原创经典沪剧折子戏演出专
场》。另外还有  台演出遍及五个新城。文慧沪
剧团的顶梁柱王慧莉、杨音开了网络直播间，“票子
卖得飞起来”。据沈慧琴讲她们都接到了去农场演
出的单子，农场没有剧场，但可以在花棚里演……

最上海的沪剧，正在全上海流行。据上海演
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透露，“第一届有  场演出，
第二届有  多场演出，现在第四届已经有   多
场演出。看来明年，沪剧月要拓展成沪剧季啦！”

出新篇章
东艺新乐季今晚揭幕

送戏上门11区，演出场次200场，
第四届“沪剧月”明晚启幕

音绕梁 余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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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携手
共唱沪剧大联欢

举办上海沪剧月不仅是属于各家沪

剧团的节庆活动，更是广大热情戏迷观

众盼望的盛大节日。剧团亮家底、展优

品，观众听申曲、传乡音，共同促使沪剧

艺术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

9月至11月，文慧沪剧团将带来传

统经典沪剧《断线风筝》，新东苑沪剧团

带来《啊，母亲！》《飞越七号桥》等多部原

创剧目。勤苑沪剧团既带来获奖剧目

《银杏树下》《石榴红了》等原创沪剧，又

把《湘兰夫人》《玉蝶奇冤》等经典大戏送

到上海各郊区的村村落落。彩芳沪剧团

的当家姐弟孙彩芳、孙彩文将带来优秀

原创沪剧《暖阳》（孵化版），生动演绎发

生在养老院里的感人故事。

本届沪剧月的开幕演出《金秋申曲

名家荟萃——沪剧折子戏专场》演出阵

容堪称豪华。五位民营院团的当家花旦

将集体亮相，勤苑沪剧团团长王勤、彩芳

沪剧团团长孙彩芳、新东苑沪剧团团长

沈慧琴、新加入的天豪琴悦沪剧团团长

张六琴和文慧沪剧团团长王慧莉都拿出

了自己的看家好戏选段，回应观众的热

烈期待。

娃娃登台
传承自有后来人

既有优秀沪剧名家，又有年轻沪剧

后来人。本届沪剧月中很

多剧团都把最年轻一辈演

员推上舞台，展现出沪剧后

继有人的勃勃生机。

获奖众多、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创沪

剧《飞越七号桥》在沪剧月期间拿出了令

人眼前一亮的传承版。台上的演员最小

年龄为5岁，最大的16岁，别看他们年龄

小，有的已经是“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上海少儿戏曲小白玉兰”等奖项的获得

者。还有不少小朋友是新上海人，通过

沪剧艺术的学习，逐渐爱上了沪剧。

演出让年轻一代参与到沪剧艺术的

传承中来，也是以别样的方式展现传统

红色剧目的当代生命力。团长沈慧琴看

到传承版《飞越七号桥》演出五场后反响

热烈，深受鼓舞，这是传统戏曲创新性传

承和青春化传播的一次探索。

刚成立不满百天的上海天豪琴悦沪

剧团在本届沪剧月首次亮相，他们将与

上海沪剧院青年演员合作传统戏《陆雅

臣卖娘子》。团长张六琴表示，一定要多

给青年演员提供舞台，一两百场唱下来，

一定会有成长。

市场火热
品质保证票房好

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民营沪剧团越

来越受到市场和戏迷的认可。上海市演

出行业协会总召集人韦芝一次次地看到

台下的戏迷热情呼唤着“王勤！王

勤！”“杨音！杨音！”等演员的名字，好像

歌星一样。王勤到基层演出常常早上9

时一场，下午1时又要赶几十公里到另

一场，“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欢，再

累也值得。”对此，孙彩芳也深有同感，前

两天在基层演出时剧场的空调突然坏

了，“我看到台下观众一边用手扇风一边

看戏，一个都没跑。”观众对好戏和好角

儿的渴求，让民营沪剧团当家人的心中

始终暖暖的，更让他们不能懈怠，要不断

拿出好作品回馈给观众。

文慧沪剧团艺术总监杨音回想起当

年刚进团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可能唱

不过三个月就走了，结果这一唱就是15

年。在文慧，杨音每年都有大戏、新戏

唱，他也经历了天天唱到天天播的转变，

如今他和团里的演员们每天都要直播两

场，正是通过网络渠道，9月15日上演的

杨音“王派妙音 扬帆赓续”沪剧交响演

唱会票子卖到“飞起来”，七八位香港戏

迷在他的直播间看到演出资讯，立马买

票准备飞回上海组团来看戏。看到已经

卖出十几万的票房，杨音倍感欣慰：“我

们走了一条别人不敢走的路，而且我更

高兴看到，大家买票不全是为了听我唱，

我们团里很多演员都有了市场号召力，

他们在网上也很红。”

本报记者 赵玥

申
2023第四届上海民营剧团沪剧展演月明日将在上海逸夫舞台

正式拉开序幕。上海民营沪剧团经过精挑细选的30台演出将“送
戏上门”，奔赴11个区尤其是远郊的90多个演出场所，预计演出场
次达到200场，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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