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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的三楼观众席，脑海中蹦出

一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上海的专业戏曲剧场，比如

天蟾逸夫舞台、宛平剧院，不

大会有这样高耸的感觉。第

一次走进梅兰芳大剧院，是

因为看到熟悉的名角儿李

军、史依弘来到北京，他们在上周六与国家京剧院、北京

京剧院的名家新秀一起演《龙凤呈祥》，而昨晚的演出还

有麒派掌门人陈少云的加入，相当热闹。

两场荟萃京沪京剧名家的演出，票卖得一张不剩，坐

在“山顶”看戏，更能感受到快要掀翻屋顶的热烈气氛。

《龙凤呈祥》常在节庆时节上演，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群

英荟萃，每个角色都是好角儿，孙尚香是史依弘，刘备是

李军，“准叔”这次还一赶二演了下半场的鲁肃。朱强的

乔玄、袁慧琴的吴国太、宋小川的周瑜、杜喆的赵云……

水牌一亮，戏迷都以无法前来观演为憾。

这一次合作，是文化项目《百年巨匠》从纪录片到京剧

演出的一次成果呈现，旨在致敬《百年巨匠》京剧篇选取拍

摄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谭鑫培、周信芳、马

连良、叶盛兰、裘盛戎、张君秋10位京剧巨匠，当代的京剧

表演艺术家又共同将京剧巨匠的经典作品带给观众。

两场演出登台的演员中，其实不少都刚刚在上海演

出过，比如9月马派名家朱强在天蟾逸夫舞台和陈少云

合作《战长沙》，10月国家京剧院老生名家杜喆又参与到

上海京剧院《大保国》的演出中。上海名家来京演出也十

分频繁，史依弘刚在长安大戏院救场参演《虹霓关》，本月

又要随上海京剧院来中央党校演出《杜鹃山》。

台前热烈，幕后也是老友记。“准叔”正在走道换装，

一位青年演员路过说他：“又年轻了！”叶派小生名家宋小

川走进史依弘的化妆间串门，调侃自己满头彩绳的独家

化妆技巧整得像“自由女神”。从前期彩排到正式演出，

南北名家合作无间，一气呵成。尤其是《龙凤呈祥》这样

的常演剧目，每家院团都有一套班底能演。“所以为什么

过去可以跑码头，带几个人或者一个小班子，到哪个码头

都可以攒齐一台演出。”史依弘说。

杜喆谈及自己到上海演出收到的热烈反馈依然十分

感动：“大家一块合作是我们京剧的传统，都是一家

人。”而他和李军、史依弘合作时，也被他们对

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舞台上严谨认真的

态度打动。在朱强看来，这样的往来频次

还很不够：“从周信芳、马连良这辈京剧大

师的密切合作，到我师父张学津在上海

工作过，我们都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大

家一起合作，繁荣京剧市场、培

养更多观众。”

驻京记者 赵玥

“老朋友”服务
距离活动前一个半小时，盲人观众杨子函从位于

航华的家中出发，临出门他给上交“老朋友”——他

的专属领位员王刚发去微信语音，按照约定，对方会

提前在音乐厅大门口接他，随后将其带入剧场安排

在残障人士特殊观看区。这个区域是剧场特辟的，

间隔较为宽敞可摆放轮椅，离出入口近方便进出。

“掰着手指头数数，今年看了四五十场演出，上

海交响音乐厅就来了不下20次。相比往年，今年

‘突飞猛进’，主要是看演出更便利了。”29岁的杨

子函是忠实的古典乐迷，十一二岁就迷上古典乐的

他，因为有这些经典旋律的陪伴，度过了人生的高

潮和低谷。年初，多次接待杨子函的王刚主动加了

他的微信，开始了一对一专属引导服务。

从事剧场服务将近20年，王刚是上交观众服

务组的一员。2019年，他第一次注意到杨子函，之

后多次在音乐厅相遇。自从有了“专属向导”，杨子

函听音乐会的频率猛增：“以前都是家人陪着来上

交，从检票到入座，总要坐定才放心。现在他们放

心我一个人来听音乐会，因为知道有人会接我，这

份体贴消除了家人的顾虑，也让我们这样的盲人更

有安全感。”

“爱心铃”随侍
安全感是残障人士步入公共场合的心理障碍

之一，观看演出、听音乐会对他们而言也存着一份不

安，若中途想上厕所或是有不适要离场该如何求助？

“我们为残障人士安排了爱心服务铃，爱心铃

连着我们的特制手表，只要他们按下按钮，我们就

能知道是谁需要帮助。”音乐厅门口，王刚正为一对

视障夫妇讲解如何使用服务铃，他让他们触摸手腕

上服务铃的按钮，细心讲解使用方法和连线原理。

近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2023中国

“演出＋旅游”消费趋势报告》，一项公开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34.24万

场，累计观演人次达1.11亿。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

后，特殊人群的观演需求不应被社会所遗漏。

周平透露，推出《手册》的想法源自年初，演艺

舞台快速复苏，越来越多观众涌入剧场和音乐厅，

其中不乏残障人士。她说：“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他

们，给予他们踏入演艺场所、融入公众的安全感，是

所有从业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此次推出的《手册》，详细罗列了从购票、出行、

演出现场直至观演结束，乐团所能为特殊人群观众

提供的一系列各项服务。只需一个电话或一封邮

件，即可得到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贴心、周到的引

导。《手册》中将特殊人群观众分为视觉障碍、行动

障碍、语言障碍、智力或心理障碍五个类别，给出细

致且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如提供轮椅及辅助

器具，设置无障碍车位、无障碍通道及无障碍观演

区域等。

“小红人”送暖
昨天，上交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残

联、华山医院、卢湾辅读学校、梵克公益等社会力

量，为残障人士打造了丰富的主题演绎活动，以及

“我身边的非遗”徐汇区残疾人非遗主题摄影展和

“我们的世界”孤独症儿童画展，并在现场提供残疾

人就业、创业指导及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

现场，随处可见穿着红色格子衬衫的上交志愿

者，这支服务队有个好听的名字——“1380小红

人”。2021年，上交曾邀请200多位残障人士走进

音乐厅，当时新成立不久的“1380小红人”为残障

人士提供了现场服务，汇聚起一道红色暖流。

迄今为止，这支由大学生、公司白领和退休人

士组成的队伍，已累计服务超过450小时。无论刮

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冬，每场演出都能见到他们忙

碌的身影。近期，乐团还组织了“1380小红人”开

展特殊人群观演服务专项培训。

据透露，目前《手册》盲文版

正在加紧制作中。此外，乐团还

计划对官网及小程序进行无障

碍功能适配，最大限度为特殊人

群观众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朱渊

用爱扫平
上交首推“特殊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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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社会
昨天是第32个国际残疾人日，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里爱意涌动。“让爱走进剧场”国

际残疾人日特别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数百名残疾观众及其家属。
与此同时，上海交响乐团领先行业推出《特殊人群观演服务手册》，向剧场及全社会发

出号召和倡议，共同关注残疾人士的精神文化需求。团长周平表示：“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将爱传递，让更多特殊人群无障碍地走进音乐厅和剧场，让他们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

本文图片
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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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新演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