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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0年，再度回到熟悉的

锦江小礼堂，暖暖灯光笼罩着小

而美的舞台，四重奏让旋律流淌

在耳际、在心田，仿佛时光重现。

昨晚，创办于1983年的“上交室内

乐”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在锦江小

礼堂奏响了这一“上海文化品牌”

的第1355场演出（见下图）。

昨晚，既是一台怀旧音乐会，

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友记。追随上

交室内乐40年的观众曹文炳和相

交大半辈子的老友一同前来。他

说：“当初，现场听音乐会的机会

很少，室内乐又极为小众，观众都

很珍惜。每每盛装出席，带着一

份对音乐的虔诚。回味当年，至

今悸动。”

“业务汇报”成品牌萌芽
上世纪70年代，为训练乐手

合奏能力，上交时任团长黄贻钧

要求乐手以室内乐演出形式进行

“业务汇报”。或许因那个年代，

音乐会弥足珍贵；又或者专业院

团的“汇报”水平太高，随着“旁

听”的亲友、乐迷逐渐增多，这个

原本为内部业务提升的“汇报演

出”竟然成了炙手可热的音乐会，

“上交室内乐”品牌由此“萌芽”。

1983年，上交成立“室内乐促

进会”，室内乐音乐会开始定期上

演，“上交室内乐”自此诞生。

1991年，随着乐团与锦江饭店的

签约，小礼堂每周末都会举办小

型音乐会，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

的“周末去哪儿”。后来，随着小

礼堂装修，上交室内乐音乐会辗

转静安宾馆、湖南路上海交响乐

团旧址，直到2014年，上交在“馄

饨皮”安家，室内乐更是如虎添

翼，在被纳入乐团常规音乐季后，

品牌发展愈加具有辨识度、认同

感，也更加多元化、国际化。

小小少年舞台初体验
昨晚的舞台上，当年初出茅

庐的乐坛新人如今已是独当一面

的演奏家。北极星四重奏、东海

岸四重奏携手低音提琴首席钱博

文，演绎了柴可夫斯基、舒曼等大

师的佳作；小提琴家王之炅和放

下指挥棒坐回羽管键琴前的张橹

携手展现了维瓦尔第的“冬”“春”

风情。

王之炅还记得1998年在静安

宾馆的那场独奏音乐会，那是她

参加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

赛的“热身场”。

“静安的场地不大，但每次

都座无虚席，还有观众站在走廊

听。他们着装都特别典雅，音乐

会的氛围也特别好。”初生牛犊不

畏虎，面对观众近距离演奏，她并

不怯场，反而在他们欣喜的眼神

和鼓舞的掌声中愈加自信。

同样是1998年，年仅11岁的

张橹因父亲工作调动从俄罗斯回

国，初登上交室内乐舞台，小小的

他技惊四座，乐迷的热情让他记

忆犹新：“那时来听室内乐的以中

老年观众居多，他们对我很亲切，

会在音乐会后和我聊天，还会带

礼物和糖果给我。”

我和她的第一次约会
观众席里，让人感慨万千的

故事也很多，何谐握在手中的那

份“稳稳的幸福”就得益于室内

乐音乐会。2003年，就读于复

旦大学的何谐，第一次在静安

宾馆圣地亚哥厅听上交室内乐，

身旁坐的是他的心上人，这也是

他和女友的第一次约会。

何谐至今记得无数个夜晚，

他们从复旦大学后门坐933路到

二医大，然后换车到湖南路，路上

往返就要3个小时，但对热恋中的

人而言，“慢慢来”是最美的节奏。

昨晚，回到上交室内乐的现

场，身旁坐着的是10岁的儿子，何

谐感到安定也满足。“记得结婚纪

念日，我和太太在静安宾馆住了

一晚，我用小提琴为她演奏了巴

赫。当时就想，未来要带儿子一

起来听上交室内乐。”如今，心愿

得偿，他笑说：“带儿子来听音乐

会的感觉也不错。”

本报记者 朱渊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上交室内乐”走过40年昨迎来第1355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 吴翔）上海马

戏城中剧场建设工程昨天举行开

工仪式。中剧场位于上海马戏城

内西南角，计划工期730天，建成

后将成为上海市中心集文化、文

创、旅游、休闲、商贸、演艺、生态为

一体的文化综合体。这座建筑的

设计灵感来源于旋转、攀登、向上

的马戏精神，以螺旋上升的外形将

周边建筑与公园景观整体统一起

来，同时与金色穹顶造型的杂技场

遥相呼应。

上海马戏城将中剧场分为地

上两层和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

3705平方米，前厅535平方米，观

众厅730平方米，舞台498平方

米。中剧场的主要功能为剧场、兽

房、演员化妆室、候场区及设备用

房，配备先进的舞台机械、灯光、音

响、视频投影设备设施。

上海马戏城中剧场的开工建

设也是“文旅商演绿”融合发展的一

次尝试，建成后将与周边商圈、社区

进行文商、文教融合，开展文化讲

堂、艺术交流、艺教美育、市民会客

厅等项目，开发有地区特色的旅游

项目，在原有两大驻场文旅演艺品

牌的基础上，开发更多符合当下市

场需求的演艺项目，同时借助大宁

公园的优势，建设自然和谐共生的

区域生态，打造生态演艺项目。

上海马戏城中剧场昨破土动工

“40年，人不惑，但对于奖项

来说，正年轻！”常常自称是“80

后”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三度获得者，昨

晚，尚长荣和历届梅花奖得主代表

亮相中央歌剧院，登上“梅绽新时

代——庆祝中国戏剧奖 ·梅花表演

奖（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周年

戏剧晚会”舞台，在《曹操与杨修》

的唱段乃至更多舞台佳作中展现

中国戏剧艺术表演人才的茁壮成

长、薪火相传。

40年来，共诞生了726位梅花

奖获得者，涵盖65个传统戏曲剧

种以及话剧、歌剧、音乐剧、儿童

剧、滑稽戏、舞剧等戏剧艺术门

类。梅花奖得主平均获奖年龄39

岁，54位二度梅获得者平均获奖

年龄47岁，距他们首次摘梅平均

相隔14年，7位梅花大奖平均获奖

年龄是55岁，距首次摘梅平均间

隔21年。获奖后，他们逐渐成长

为各院团的骨干、各剧种的翘楚、

各戏剧艺术门类的领军人物。

梅花奖创始单位《中国戏剧》

原主编姜志涛还记得李默然临终

前最后一份手稿，便是为梅花奖创

办30周年而作。“梅花奖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一面

旗帜，是中国戏剧繁荣发展的一座

灯塔。”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濮存昕

在梅花奖40周年之际，写下“根深

枝叶茂、苦寒梅花香”的贺词。

以梅花奖演员为代表的戏剧

工作者，在戏剧舞台上以高度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演绎着一个个

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着精彩

纷呈的中国故事。今天上讲台，明

天下基层，已经成为必修课，“梅

花”们不仅在剧院的舞台上优雅绽

放，更是走到了人民中间，与戏迷

在一起。数十年如一日，他们始终

活跃在全国各地祖国的边防哨所、

广场田间、医院病房、校园操场，梅

花奖艺术团担负着传承先进文化

的使命，走遍祖国各地，更是树立

了梅花奖的艺术品质，引领全行

业戏剧工作者走德艺双馨之路。

驻京记者 赵玥

梅花奖创办40周年

尚长荣说：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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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孙佳音）“问

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百年前，

青年毛泽东伫立

橘子洲头，发出

世纪之问。百年

后，答案写在新

时代的答卷上。

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30周年

的重点剧目、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 视 剧《问 苍

茫》，昨天在央视

一套黄金时段开

播，芒果 TV、优

酷同步上线。

该 剧 聚 焦

1921年 至 1927

年间青年毛泽东

从中国革命“早

行者”到“开拓

者”的历史性转

变，讲述了以青

年毛泽东为代表

的早期共产党

人，以百折不挠

的创业精神探索

中国革命道路的

艰难历程，激励

新时代青年从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

中不断汲取奋进

新征程的智慧和

力量。

该剧力邀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电

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总编剧梁振华担

任总编剧，青年导演王伟担任导演，分

别从大的历史脉络、主题思想性、表达

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对该剧保驾护航；

同时汇聚王仁君、嘉泽、宁理、白客、马

少骅、宋佳等近百位演员，共同构筑厚

重亦鲜活的历史群像。

主创团队从2021年开始构思，

2021年12月起系统地组织了三次采

风，先后走访了长沙、韶山、安源、广

州、上海、武汉等数十个地方，查阅近

百本权威史料书籍，与党史专家多次

座谈，直到2023年5月正式开机。拍

摄阶段，全剧涉及的761个场景、近万

套服装、54000件道具，重要的会议、

主要人物出场的场景、重点办公场所

和居家环境，都按照历史照片进行了

复制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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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