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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的音乐节

“大忙人”给年轻人让路
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幕后故事 暖流从“戏中”流淌到“城里”

跟着热播剧《承欢记》一起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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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闭幕演出，昨晚，由上海音乐

学院与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演

绎的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

师》在上音歌剧院亮相。唱响今春

“第一声”的“上海之春”，为中外文

化的交流互鉴搭建了一个大平

台。音乐节期间，总共66台主体

演出，国际交流演出的比例已占到

了30%以上，这个数字也创下历届

之最。诚如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

昌永所说：“我们希望通过‘上海之

春’这样的国际音乐节来进行国际

文化的互鉴交流，尝试新合作模

式，在引进优质国际剧目的同时也

展示我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水准。”

超强班底 助力新秀
此版《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既

是一次难得的中意文化交流，同时

也是上音和科莫歌剧院的深度合

作，上音更是全学科联动，参与到

策划、制作和表演中。就主创演员

阵容来看——导演、指挥、服化等

均来自意大利，演员主要是中方

的，分学生组和专业组的。专业组

由上音青年教师、杰出校友以及意

大利演员构成。学生组则由上音

优秀的硕士、博士生以及去年首届

上音歌剧院国际歌剧比赛的获奖

者组成。“上海之春”始终给新人搭

舞台，利用国际平台优势，让中国

青年歌剧人通过“实战演练”获取

经验，更多走上世界舞台。

首次来到中国的导演伊凡 ·斯

泰法努蒂表示惊喜：“这些中国年

轻人有着美丽的嗓音，我肯定其中

一些将来会有非常美好的职业生

涯。”在他看来，这部合作的歌剧不

仅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尝试，更是

中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男低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

声乐歌剧系副教授宗师在剧中有

着“双重身份”，他既要出演巴西里

奥一角，又要带领学生参与到演出

中。他说：“这样的国际合作机会

非常难得，能让学生把课堂上的理

论知识带到舞台上去实践、去展

示，这能让他们快速成长。”

国际交流 规模创新
本届音乐节共有24台国际演

出来沪交流，创下历届之最，团队

来自德、奥、意、法、俄、美、日等10

余国，占主体演出比例超过30%。

这些演出既有国外音乐原汁原味

的经典演绎，也有中外艺术家同台

表演的交流合作，不仅体现一座城

的文化活力与吸引力，也展示了中

国与世界在文化领域的广泛交流。

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本

届“上海之春”推出“中法音乐交流

展演季”，共上演了7台不同主题

的演出。开幕演出由许忠执棒上

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为申

城观众带来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

《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会特邀

巴黎管弦乐团大提琴首席埃里克 ·

皮卡德担任首席。他和许忠不约

而同提到了中国水墨画和法国印

象派在意境上的异曲同工。

无独有偶，在《邂逅印象与浪

漫》中法吉他音乐会上，法国吉他

演奏家凯希 ·马丁携手西班牙吉他

演奏家何塞 ·马里亚 ·戈拉多共同

带来了二重奏《莲花花园》，也让人

听到了同样的浪漫。马丁说《莲花

花园》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园林，

那也是她对中国的“初印象”——中

国园林里，莲花在池塘悄然绽放，有

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她说：“我演

奏时会想象莲花破淤泥而出的那

种神秘感，从最初的混沌到后来的

光明，纯洁而美好。”

从法国爵士喜剧《鳟鱼》音乐

会到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

弦乐团音乐会；从法国圣马可室内

童声合唱团音乐会到巴黎圣母院

首席管风琴家奥利维耶 ·拉特利演

奏会；再到纪念格什温《蓝色狂想

曲》诞生100周年维也纳广播交响

乐团 2024上海音乐会。“上海之

春”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为申城

观众更多展示世界艺术，也让来自

全球的音乐人，聆听到中国的故事、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朱渊

昨晚，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闭幕演出——由上海音乐学院与意

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演绎的罗西尼歌

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在上音歌剧院亮

相。当安杰罗 ·维契亚饰演的理发师费

加罗唱起那首被誉为“男中音试金石”

的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再度令全

场沸腾。

不同于传统版本以塞维利亚的

阳光沙滩为背景，此版全新制作在保

留音乐原汁原味的同时，以崭新视角

呈现了罗西尼喜歌剧中的幽默。导

演伊凡 ·斯泰法努蒂说：“这部歌剧以

诙谐幽默而闻名于世，然而，幽默可

以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

曾唱着“快给大忙人让路”拿下

诸多国际比赛大奖的上海音乐学院

院长廖昌永此次退居幕后担当艺

术总监，他说：“这个舞台本来就

是给年轻人的，希望他们能尽情

展现，带给观众美的享受。”

这既是一次难得的国际

合作，也是一次上音全学科联

动，对中国乃至国际青年歌剧

人才的培养和经典剧目的传承都起到

积极助推作用。该剧演员阵容分为国

际组和学生组，不但有意大利、中国的

歌剧艺术家，还有去年上音歌剧院—鼓

浪屿国际声乐比赛的11位获奖者。

“上音有11个系的同学都参与了这

部作品的创排演出。”据上音艺术处处

长史明阳透露，除了直接参与表演的学

生，指挥系的学生也全程跟排练、担任

指挥助理，艺术管理系的学生则从接机

开始就参与到外国艺术家来沪的工作。

这样的国际合作是难得的实践机

会，他说：“有些收获立竿见影，比如和

优秀艺术家同台带来的成长；有些影响

则更深远，比如深层次地参与项目过

程，学着处理细枝末节的琐务，比如闭

幕式字幕处理等，对未来他们踏上工作

岗位是种经验的积累。”

而对于年轻演员的表现，指挥卡

洛 ·格德斯坦也很惊喜，他说：“对我们

这些意大利音乐家来说，罗西尼的剧就

像是‘母语’，很熟悉，但对这些中国青

年艺术家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但音乐

是共通的，对我来说深刻和有趣

的音乐，对他们来说也同

样深刻和有趣。”

本报记者 朱渊

台前幕后
“我已经在三和里门口逛了四圈

了，就想看看电视剧《承欢记》里麦承

欢的家。没想到我还在她家附近找到

这么多《承欢记》的打卡点，换了很多

周边纪念品。”来自江苏的90后王小姐

说自己和奶奶追剧已经不过瘾了，还

要实地去看看剧中的那些地方。恰

好，从前天起，“和《承欢记》一起乐游

上海”和“跟着承欢bus游上海”活动先

后开启，让亲情暖流从“戏中”流淌到

“城里”。

这两天，沪产电视剧《承欢记》正

在央视8套和腾讯视频热播，该剧以

上海为主要拍摄地，将现代上海的海

派文化自然贯通于剧集之中，从烟火

气满满的海派弄堂，到承载百年风华

的繁华外滩，剧情轨迹贯穿上海街头

巷尾。

《承欢记》中麦承欢一家祖孙三代

人的家庭生活图景，串联起上海几十

年的发展史，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的

人文风貌和城市品格。剧中，麦承欢

一家居住在极具烟火气的三和里弄

堂，旧式弄堂、阁楼亭子间，囊括了从

百年前延续至今的市井气息。奶奶最

喜欢的蝴蝶酥来自曾经的“远东第一

高楼”国际饭店，洋溢着浓郁的海派复

古腔调。麦承欢和辛家亮漫步的外白

渡桥，曾是上海运载量最大、交通最频

繁的大桥之一，已经历几多风雨……

这些“最上海”的城市文化意向和符号

体系，汇集着几代人的邻里共同回忆，

承载着上海最鲜活生动的历史。

在市文旅局等的支持下，《承欢

记》联合多个取景地，搭建“承欢游”的

“小场景”打卡点，将上海城市文化旅

游地标、特色公共空间“串珠成线”。

活动分两个板块，4月13日到19

日率先启动的是CityWalk，观众们可

以前往《承欢记》设置的打卡点，拍照

打卡完成社交媒体发布后，可以到周

边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领取《承欢记》

周边——印章、明信片、打卡相框等。

4月20日和21日，还将推出观光专业

“承欢bus”，幸运观众可以家庭为单

位沉浸式感受剧中场景路线，追逐承

欢足迹，体味亲情温度。

《承欢记》成功将剧集 IP所塑造

的空间场景和年轻人探索世界、获取

情绪价值的新方式紧密结合，让影视

文化与城市魅力交相辉映、互相成

就，让城市文旅新意迭出，也为当下

城市文旅人文经济融合共生提供崭

新实践范本。 本报记者 吴翔

▲ 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邂逅印象与浪漫》中法吉他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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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理发师》剧照

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