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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改编自作家李碧华同名小说

的音乐剧《胭脂扣》即将来沪演出，该剧男主

角“十二少”陈振邦由歌手萧敬腾出演。春

节假期过后，萧敬腾即将回到上海开启排

练。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讲述了

接受这一挑战的忐忑与坚定。

李碧华创作的中篇小说《胭脂扣》，首次

发表于1984年，四年后，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搬上银幕，成就了张国荣和梅艳芳的一代芳

华。对于萧敬腾而言，经典IP叠加意味着满

满的压力。但萧敬腾的犹豫情绪被来自多

方的正面能量打消。音乐剧《胭脂扣》由百

老汇知名音乐剧导演卓依 ·马可尼里执导，

在他看来，音乐剧版的“十二少”由跨界歌手

萧敬腾出演，将会激发出不同于原版的戏剧

张力。

电影《胭脂扣》中，张国荣饰演的陈振邦

给大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出演音乐

剧版陈振邦，萧敬腾感到压力之余，也带着

一些泰然，“即便是相同的角色，诠释的人不

同，也会演绎出不一样的感觉，我会努力呈

现一个与大众印象中不同的陈振邦。”不过，

萧敬腾也强调，完全颠覆陈振邦的人设不太

可能，因为看过小说、电影的人，对这个角色

会有一个基础的投射，这部分不可以出现大

幅度的变化。在音乐表演的部分，萧敬腾也

强调自己会给出不一样的答卷，“这一次我

也不希望完全按照音乐剧的方式去表演，我

会努力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也

是我参演的价值。”

从新人歌手到金曲奖主持人，从成立狮

子合唱团到接演“十二少”一角，萧敬腾在不

断挑战自我，也在不断更新大众对他的固有

印象。从去年开始，萧敬腾便到上海为戏进

修，并排除大量商业工作全身心投入，在学

习中不断精进自己的表演能力。音乐中的

激情滚烫和生活中的安静内敛，是萧敬腾性

格中的一体两面。这次进修经历也让萧敬

腾学会打开自己。作为一个“社恐”，刚开始

上课时，萧敬腾和老师同学都保持疏离客气

的状态，但他很快意识到，要想早点进入戏

剧状态，就必须尽快打破自己的封闭个性。

在萧敬腾发布的练习花絮中，他会主动与大

家探索角色、剧本的逻辑，在练习中也呈现

出越发投入与自如的状态。

虽然原著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

香港，但作者李碧华希望音乐剧换一个地标

来表现，于是音乐剧《胭脂扣》将故事发生地

移植到了上海。对于音乐剧将呈现出的海

派味道，萧敬腾也表示非常期待，“上海是一

个很有味道，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自己

也非常想快点看到音乐剧呈现出的20世纪

90年代的上海。”

音乐剧《胭脂扣》预计将于4月7日在上

海文化广场开演，之后赴南京、北京、深圳等

地展开首轮巡演。

本报记者 吴翔

新春佳节，南翔老街人头

攒动，浓郁的年味更是扑面而

来。打开古街的龙年“文旅菜

单”上，“烟火气”与“文化味”

其乐融融。踏入南翔老街的

双塔广场，正逢南翔老街花千

树 ·鱼龙舞主题灯彩展，一条

祥龙腾空而起，在双塔边萦

绕，大红灯笼高高挂，到处是

江南的新春年味。

让人向往的是，沪上首个

位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书画

院——上海嘉定十方画院

在毗邻双塔广场的李流芳

故居——檀园日前成立，它是

由上海十方福德公益基金会

发起成立，千年古镇南翔镇檀

园内，国画名家丁小方先生担

任首任院长，这个新成立的书

画院让古镇南翔更有文化味。

位于嘉定南翔的檀园始

建于明代末期，是“嘉定四先

生”之一明代文人李流芳的

私家园林。檀园内四周亭台

楼阁环立，有苏州园林的雅

致、小桥流水的美好。步入

檀园，曲廊贯通、廊随桥引，

穿过连廊，十方画院便呈现在眼前，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丁申阳题写牌匾“云集十方”，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书写“福暖四季”道贺。新

成立的上海嘉定十方画院向嘉定南翔古镇捐赠

书画作品《祥瑞图》。

十方画院的所在地檀园，早在南朝建成白

鹤南翔寺，南翔正是因寺得名。宋朝重建后更

名为“云翔寺”。清代寺颓毁，现唯存原屹立于

山门前的东、西双塔，为山门遗址，2008年起由

政府考古并修缮保护。展厅副楼后门保留了

旧制门闩，推门可见北宋时候建造的双塔。塔

为砖制仿木结构，高约8米，分为七级。每层设

腰檐、平座。平面为八角形，四面设壶门，另四

面为直棂窗，交错层叠，昔日雄姿可见一斑。

春节期间，十方画院的首个联展“云集十

方 檀风墨韵”书画院首批画师特展在此举行，

展出30多名书画名家的60多幅作品，以中国

传统水墨风格为主。在中国传统书画文化中，

园林和书画是一个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的整

体，在园林里欣赏书画展，能更加感受到中国

文化独特的魅力所在，在古典园林中欣赏传统

书画展，令不少观展市民沉醉其中。

据介绍，十方画院假江南宝地，艺汇十方

雅士，助力地方文化繁荣。汇聚于此的海上书

画名家，在古典园林的氛围中，寄情于纸墨，抒

怀在笔端，为传承历史文脉。

画院聘请的首批31名画师俱为沪上书画

金石名家。“我们将积极开展公益性的书画艺

术培训、展览、讲座等活动，为民众提供接触和

了解中国书画艺术的新场地，致力于成为上海

西北区域中国传统文化辐射的窗口。”院长丁

小方表示。十方画院成立后，将立足南翔，服

务嘉定，面向上海，依托檀园内的十方画院美

术馆，以诗、书、画、印、文的艺术形式开展社会

活动，并与社区紧密结合开展公益和慈善活

动。新春佳节期间，上海市民在游览南翔古镇

的同时，也可于檀园内免费参观画展，欣赏海

上名家名作。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演出与张国荣不同的陈振邦
——访音乐剧《胭脂扣》主演萧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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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Z世代”
喜欢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追光正当燃》打造文化节目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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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 文化味

春节期间，一档文化类节目《龙耀2024·

追光正当燃》以“文化焕新生活”为引，带来

了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民俗和生活智慧

的深度探索。节目由95后为主的青年团队

打造，更注重文化的多渠道传播和交互性玩

法，被网友称为更懂“Z世代”的文化节目，通

过人民日报新媒体、浙江卫视等各大平台直

播，全网观看量超1780万。

《龙耀2024·追光正当燃》用一种紧跟

时代潮流的创作思路，在传统文化中融入

现代表达。比如节目通过数字技术为甲

骨文加上“注释”，带观众看见文字背后

的生命轨迹，直观感受到甲骨文字里行

间的浪漫；舞者在印章上随着刻刀的轨

迹起舞，故事化地展现篆刻艺术的力量

与美感；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陈丽君和

李云霄动情演绎《如愿》，百年越剧遇上新国

风传承，用传统剧种唤醒年轻人DNA；对于

抽象神秘的考古学，则借由当代“反向安利”

式的趣味解读，顷刻间拉近了距离，与年轻

人产生共鸣与共情……

在潮流“文化年”的标签之下，是东方智

慧的传递。无论是苏东坡身处逆境依旧乐

观，醉心钻研“吃”的豁达心态，还是《喜悦有

礼 ·丹青游2》里陈喜悦贯通中西的“串门”之

旅，发扬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抑或是《熠熠的

光》中用歌声礼赞普通人的深情……文化渗

透到生活中间，传递出“好好生活”的理念。

此外，节目中还有文化名家基于大众关心的

龙年关键词，开展一系列文化漫谈，以“春节

社交指南”“尔滨热”等网络热点话题为切口，

探讨中华文化传承；解读中国传统的“礼尚往

来”思想，点明“中国式幸福”是有着给予比获

得更令人满足的精神内涵。通过节目，很多

年轻观众表示：“东方传统民俗中的智慧，带

我们重拾过去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更好地理

解当下，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注入能量。”

基于“Z世代”独特的社交模式和文化

特征，《龙耀2024·追光正当燃》不仅在各

大网络平台发起了“龙年心愿耀成真”的

心愿征集活动，还通过创意短视频、文

化表情包等多种玩法与观众深度互动，

借助多样的现代化传播手段，达成破圈

效果。在内容方面，节目将适合小屏传

播的短视频内容与大屏形式有机融合，通过

电影创作式手法串联起11条超级视频，用对

“Z世代”的短视频“文化邀约”，打造出一个文

化节目的新样板。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