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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今天上午，

新民晚报夜光杯市民读书会第34期，也

是今年“品质生活”系列第五期活动在徐

家汇书院举行，报告厅门口的“时代旋

律”肖像展向每一位来此的读者预告了

今天的读书会是一场“在乐声中阅读”的

特别活动。

“音乐家也能以视觉的方式被记

住。”由画家贺寿昌创意发起的“时代旋

律”这一“美术音乐工程”，由贺寿昌为贺

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吕其明、朱践耳、

曹鹏、闵惠芬、俞丽拿、罗小慈、马晓晖等

80位音乐家所绘的肖像作品、一个二维

码、一段代表旋律、一个人物故事组成。

那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优美旋律，构成

了上海文化中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的色彩，也是上海文化发展的历

史见证。贺寿昌画过像的上海音乐家，

几乎在新民晚报上都有过人物专访。

贺寿昌谈到，自己的创作建立在大

量采访、调研的基础上。在世的音乐家

及其家人他都要当面采访，由本人讲述

或者由家属提供的故事，让贺寿昌对所

要描绘的人物性格细节掌握得逼真细

腻。他还根据音乐家的人物性格为其配

上不同的画面背景，以视觉去表现衬托

他们的故事。例如闵惠芬的背景是荷

花。“荷花是不会真正消逝的，到了冬天

看似没有了荷花，但是其生命力依然静

悄悄地孕育着。”

当曹鹏女儿曹小夏听说贺寿昌要画油

画，主动上门送去大量油画颜料——美术

界与音乐界在此深情交融。而作曲家肖白

在贺寿昌创作过程中不幸去世，终成遗

憾。因而，画下他们的模样，既是“怀念”，也

是“留存”；既是“肖像展”，更是“精神粮

仓”。贺寿昌说，“我在画完最后一笔时感

受到，真是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

在读书会现场提问的市民读者朋友

都领取到了一本“时代旋律”画册，让上

海市民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场夜光杯市民读书会可看、可听、可读、

可回忆、可分享。“时代旋律”得到徐汇区

文旅局的大力支持，它仿佛是一辆装载

着音乐、美术、演出、讲座乃至论坛等形

式的“城市美育流动车”，驶入千家万户，

把“社会大美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沁

入每个人的心脾。

在乐声中阅读
夜光杯市民读书会邀读者感受“时代旋律”

“这是《天下第一楼》第

576场演出！”北京人艺演员

王雷在谢幕时说道，雷佳等

演员已眼含热泪，84岁的导

演顾威也和复排导演闫锐一

同走上舞台……前晚起，北

京人艺京味儿经典《天下第

一楼》重新“开张”，邀新老“顾客”再聚老

字号“福聚德”，品京师美馔，解苦辣酸

甜。

《天下第一楼》作为北京人艺的看家

戏之一，自1988年上演至今已36年，是

北京人艺京味儿代表作之一。这部由何

冀平编剧，夏淳、顾威、闫锐导演的作品，

以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为背景，讲述

了一家饭庄的兴衰和背后的人事沉浮。

虽然故事发生在一家烤鸭店，但却以此

包罗世间万象、参透苦辣人生。其中不

少既机智幽默又富有哲理的经典台词，

被北京人艺的戏迷津津乐道。

“这部戏能够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观

众，首先离不开剧本的经典性。”顾威介

绍道，作者富有哲思、充满智

慧又诙谐幽默的描写，让作品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了

几代人的传承，如今再上演，

在剧中经典性被保留的同时，

作品也更符合当下的价值观，

“每个人活着都要有尊严”，这

样的主题带给观众现实的共鸣。

此轮上演，是2021年由顾威、闫锐

组成新老联合的导演团队，以及王雷、雷

佳、原雨等一众青年人担纲主演后的第

三轮演出，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演员们

也给出了人物自己的理解和丰富，演出

后被编剧和观众广泛认可，让经典完成

了新一代的传承。

剧组主创表示，希望老观众在多次

走进剧场后，能够感受这部《天下第一

楼》经过打磨后的新提升，新观众第一次

走进剧场后，能感受中国话剧的风格和

气派，更希望这部作品陪伴观众一起见

证经典，感受时代，体味人生。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北京人艺经典36年久演不衰

《天下第一楼》重新开张

开幕大戏 经典重排
作为本届“沪剧季”的开幕演出，上海新东苑沪剧团的沪剧《金

绣娘》由团长沈慧琴领衔主演。《金绣娘》讲述1949年春，为精准打击

敌人江防军事目标，渡江指挥部派参谋梁超潜入江南，联系地下党

获取敌江防情报，登岸后被敌人发现并腿部受伤，千钧一发之际，交

通员金绣娘巧妙掩护梁超躲避敌人搜捕，机智英勇粉碎敌人的阴

谋，成功获取情报，谱写一曲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在剧中，沈慧

琴展现了她从小练就的深厚沪剧唱腔功底，通过细腻的表演、动人

的唱腔，把金绣娘的机智勇敢很好地表现了出来。

该剧是沈慧琴的恩师诸惠琴的代表作，将这部剧选为本届“沪

剧季”的开幕大戏，也是为了鼓励舞台上能出现更多更好的沪剧传

承经典作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审美，为丰富沪剧艺术发展作出新的

探索和奉献。

300多场 历届之最
今年举办的沪剧季是源自一年一度的“沪剧月”，从当初的“沪

剧月”30天仅演出20多场，到本届“沪剧季”100多天演出300多场，

演出场次为历届之最。由“沪剧月”拓展为“沪剧季”，不仅仅是名称

的改变，更是对沪剧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坚定承诺，也是对沪剧创演

能力和观众基础的充分信任。

经过遴选，今年有14个民营沪剧团的25个剧目列入沪剧季剧

目单，剧团将走进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和南汇“五个新城”及金山、

宝山、崇明、闵行等远郊演出。作为土生土长的传统剧种，沪剧在上

海具有广泛的发展基础，上海民营沪剧团体的数量也居各剧种民营

剧团之首。本届沪剧季将坚持“送戏上门”，深入基层，服务百姓，让

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沪剧就在身边”。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沪剧季”都在不断扩展，这不仅进

一步丰富和满足“五个新城”及远郊广大沪剧观众的文化需求，也进

一步激励上海民营沪剧团的创作和演出积极性，让本土剧种更加根

深叶茂。

三个系列 好看好听
本届“沪剧季”可谓精彩纷呈，不仅在题材上涉及广泛，而且在

剧目质量上也具有很高的保证。这次沪剧季分为三个演出系列，各

院团参演的剧目大部分来自近年来创排的原创剧目和新编、复排的

经典剧目，既好看又好听。

首先，“核心剧目”系列的作品来自今年“上海优秀民营院团展

演”中的优秀剧目。这些剧目为本届“沪剧季”提供了剧目示范和质

量保证。例如，文慧沪剧团的《黄宝妹》，新东苑沪剧团的《金绣娘》

《飞越七号桥》，勤苑沪剧团的《酒魂曲》和新虹民乐沪剧团的《板桥

霜》等，这些剧目将率先深入基层演出，向观众展示民营沪剧院团的

实力。

其次，“参演巡演”系列的作品以基层沪剧团队较为成熟的剧目

为主。专家评选组遴选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剧目作为“参演剧目”，如

经典沪剧《星星之火》等。这些剧目将继续在沪剧季中亮相，让观众

感受到经典的魅力。

最后，“外围祝贺剧目”系列则是为了让观众看到一批具有提升

潜力的远郊沪剧团加入演出，其中不乏观众熟悉和喜欢的经典优秀

剧目和演员，为“沪剧季”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挑选剧目的过程中，本届“沪剧季”组委会注重现实题材剧

目，鼓励原创、新编作品，同时也兼顾了传统流派剧目的传承发扬。

这样的安排，不仅让观众在欣赏精彩剧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沪剧

艺术的多样性和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吴翔

“解放军，即将飞舟渡江来，到那时，湖光山色分外美。
盼解放，迎解放，黎明前的战斗更艰难……”昨晚，随着沪剧
经典《金绣娘》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2024第五届上
海沪剧展演季”也随之拉开帷幕。本届“沪剧季”将持续到
10月底，在100多天里，将有25部沪剧赴“五个新城”等远
郊演出300多场，演出场次形成历届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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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剧《金绣娘》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