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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记载着上海的城市变

迁，新天地融合了烟火气和潮流时

尚，游走在这方连接过去和未来的

街区，竟还能邂逅一场“流动的音

乐会”。昨天傍晚，由上海交响乐

团首席小号夏非与长号演奏家胡

清文领衔，7位音乐人组成的“行进

中的铜管”在新天地石库门街区带

来三场精彩演出。作为2024上海

夏季音乐节重要组成部分，全城交

响的号角吹响音乐“新天地”。

从新天地马当路入口出发，横

穿整个北里街区，边走边奏缓缓前

行刚好20分钟。和寻常在

音乐厅正襟危坐听交响乐

不同，这支由小号、长号、太

阳号、萨克斯、大鼓、小鼓等

组成的“流动的乐队”选取

的多为经典英文老歌，《All

ofme》《Autumnleaves》熟

悉的旋律、动感的节奏让游

客路人纷纷驻足，并不由自

主地跟着乐队前行。露天

座休息的游客拿起啤酒一

路跟随，打扮靓丽的小姊妹

直接开启“现场直播”。

“行进中的铜管”是一

种充满活力、强调即兴的音

乐形式，通常以铜管乐器为

主，音乐风格多样化，极具氛围感，

有很强的互动性。这种演奏方式

展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在音乐

厅演奏，你也能感受观众的呼吸，

但毕竟是台上台下，还有距离。但

在街区演奏，看似没有舞台，实则

舞台更大了。”夏非说，“观众不仅

是聆听者也是参与者，他们本身就

是演出的一部分。”

面对面、零距离，考验的不仅

是演奏者的技巧和实力，还有他们

能否将音乐承载的情感传递给身

边的人。夏非说：“相比古典乐或

是交响乐作品，演绎歌曲在技巧方

面是没什么难度的，但这样的演奏

却对不很擅长互动的我们提出挑

战。”穿着礼服坐在舞台上演奏，关

注的都是音乐，但穿着T恤走进街

区，就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时时随着观众情绪

给出音乐的回音。

尽管是第一次在石库门弄堂里演奏，但演奏家都感

觉很不错。脚边围绕着孩子，抬头是陌生却热情的笑脸，

“这感觉棒极了！”同样感觉“棒极了”的还有那些偶遇音

乐会的路人和游客。在附近办公楼上班的薇薇安，不过

来星巴克买杯咖啡，就偶遇了“音乐大礼包”，甚至来不及

召唤同事。但很快她就释然了：“在上海，高质量演出很

多，街头巷尾、书店咖啡馆，常有惊喜。”

从第一场的闷热难耐，到最后一场的风雨欲来，上海

天气变化快，曲目也跟着变。眼看雨点就要打湿路面，最

后一场演出临时提前。小雨中，背包客文森特尾随乐队

走过了整个北里街区，他说：“石库门的弄堂很有年代感，

当我沉浸在这种怀旧氛围时，突然听到了铜管乐队的演

奏，这种感觉很奇妙。但这就是上海，一个融合的城市。”

本报记者 朱渊

徐家汇书院 宝藏之地
位于市中心的徐家汇书院外观优

美，功能多元，甫一开放便备受欢迎。工

作人员介绍，这几天读者特别多，书院上

午九时开门，八时半左右就有读者在门

口排起了长队，进入暑期学生来得最多，

书院共设有近800个阅览座席，但到了

下午一座难求。

工作日的上午，自习室和阅读区坐

得满满当当，氛围却安静从容，进入其中

的读者无论年龄大小，即使彼此交流点

什么，都自觉维持着一个最低的音量，尽

量不影响别人。

在七宝实验中学念初一的小蔡每天

都会坐四站地铁，带上暑期作业来这里

自习，今天还特意捎上了几个小伙伴一

起来，“这里环境很好、交通方便，来的人

也越来越多。”同行的小戴告诉记者，一

直听小蔡说徐家汇书院漂亮又安静，今

天跟着小蔡来就特意带上了一周的作

业，“大家都在看书的地方效率高，写得

快，”如果写完作业就看看书，“在图书馆

就像被书包围一般，感觉怎么都看不完，

这里像一个宝藏，会一直来的。”

在中庭空间晶莹剔透的“光启之门”

下，20余米长的“海上长桌”上摆满了笔

记本电脑、书籍，早已挤不出空地，来自

安徽的钟女士面向书架斜坐在长凳的外

围。她原本是带孩子来上海看病，今天

突然多出的半日成为她若干天忙碌中的

一个小停顿，就选择到宾馆附近的徐家

汇书院来坐坐，“这里环境好，文化气息

浓郁，走进来我觉得很温馨，在我的家乡

没有这样的地方。”摊在钟女士膝头的是

一本被翻得有点泛黄了的《上海通史》，

在陌生的城市，是书本与阅读让人感受

到温暖，让人生出念头想了解这座城市

的前世今生。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阅读，是一座

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这里，可以暂时

忘记飙高的气温，忘记一些琐碎的日常，

用最低成本接近最伟大的灵魂。

少儿图书馆 带娃胜地
到7月19日，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风馆就开业两年了，暑期更是亲子阅

读热情高涨的时段。据透露，上周末单

日人流量达到3300—3500人，图书的流

通量达到了2.4万册次/天，较往常多出

了40%，其中，自然拼读、自然科普、寓言

名著类书籍最受小朋友欢迎。

记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少

儿图书馆阅读的二娃家庭特别多。

少儿图书馆不断更新的服务模式、

设施条件以及各种丰富的活动，让阅读

成为家长和孩子共同的选择。家住宝山

区的张女士来少儿图书馆长风馆的频率

并不算很高，难得来一次就尽量多待一

点时间。她带着5岁的女儿在二楼的幼

儿借阅区看绘本时，上初中的儿子就独

自在四楼看电子书，“这里图书的种类

很多，作为家长我很期望孩子能在暑假

认真地学习，也能对上学期所学的知识

进行补漏。”

在三楼的乐享天地，黄女士坐在地上

为身边的女儿轻轻念着绘本《飓风》，上小

学四年级的儿子就在同一楼层的“名家书

屋”中翻看自己喜欢的儿童文学。“图书馆

的气氛能让孩子安静下来，养成阅读的习

惯。”黄女士说。

少儿图书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读者

热情洋溢的留言：“假期里带娃就是穿梭

在各个图书馆或博物馆，网上预约到家

附近的少年儿童图书馆，整个馆总共四

层，环境整洁明亮，电子设备也比较新，

书籍很全面。假期里好多家长带娃来阅

览和写作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暑期

带娃的优选之地，环境很好。对于喜欢

看书的小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小老鼠掉

进了米缸。”

在图书馆，大家与书为友，与文学为

伴，图书馆为爱书之家提供了一个共享

和传承的空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阅读让光阴悠长
图书馆里度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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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渊）今年是京

剧大师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葆

玖诞辰90周年，上海宛平剧院携手

史依弘和上海京剧院多位优秀青年

武生，以及来自天津京剧院、大连京

剧院的名家，推出“依依向梅”专场

系列。7月22日至28日，由史依弘

领衔的梅派经典《凤还巢》《霸王别

姬》等11出好戏将集中在一周内呈

现。

这一周的好戏集锦，于戏迷观

众而言是连续七日的京剧盛宴；于

史依弘而言，则是一次演艺生涯的

梳理。《玉堂春》是京剧传统剧目，也

是史依弘学习梅派的开蒙戏。学这

一出戏很艰辛，却也打通了她的任

督二脉。

众多曲目中，史依弘最期待

《宇宙锋》。这出戏是众所周知的

高难度，尤其是“修本装疯”这一折，

极为考验演员人物塑造和内心外化

的能力。史依弘直言，演这出戏也

不是随便哪个年龄段都可以，“我

学《宇宙锋》很早，但没有足够的沉

淀、阅历和感悟，是很难理解人物

内心的。”时至如今，史依弘觉得她

可以了。

此次呈现的《游园惊梦》恢复了

梅兰芳最早的裕群社版本。时隔五

年，史依弘再演杜丽娘，她反复观看

梅先生的影像资料，打磨身段揣摩

昆曲之美，引领观众走入那“满园春

色”。此外，她还将和老搭档李军携

手出演传统剧目《汾河湾》。

本次“依依向梅”专场系列活

动，除了精彩的演出还有创新的体

验活动。宛平剧院“大宛集”不仅推

出了京剧妆造体验，还有“响排进行

时”活动，让戏迷走入观摩戏曲演员

排练现场，近距离感受戏曲艺术的

魅力。

7天京剧盛宴 11出文武好戏

暑气蒸腾的上海，人们对于阅读的热情、对于精
神食粮的渴望，是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遍布
上海城市街头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一排排书架滤去
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在这里，人们静心与书本对话，让
光阴悠长。

史依弘 一次全方位的舞台挑战

■ 徐家汇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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