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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本报香港今日电（特派记者
李纬）昨晚，“中华文化节——焦点

城市上海”暨“上海文化周”伴随着

麒派经典剧目《乌龙院》的上演拉

开帷幕。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中心的组织下，上海京剧院、上海

民族乐团、上海博物馆、嘉定区文

化和旅游局等纷纷亮出“绝活”，通

过5场汇集名家大师的京剧、民乐

演出，2场荟萃文物珍宝和非遗文

化的展览，以及一系列互动交流的

延伸活动，让香港同胞全面感受海

派风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沪港两地自香港回归以来交

流日趋频繁，此次“上海文化周”活

动起源于两地艺术节期间的合作，

2018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与

香港康文署签署了关于《沪港两地

互办文化周合作备忘录》，2019年

11月在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期间成功举办了“香港文化周”

活动。时隔5年，“上海文化周”落

地香港，为上海优秀的院团机构、

艺术作品、文博展览、非遗文化等

走进香港，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续

写沪港文化交流的“双城故事”。

昨晚，香港文化中心大

剧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上海文化周”活动

的开幕演出，是

由当今

麒派掌门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陈少云带领优秀青年演员鲁肃、杨

扬等献演的京剧大师周信芳经典

剧目《乌龙院》。陈少云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此次演出剧目是邀请方

定的，《乌龙院》作为麒派代表作之

一，经过周信芳大师不断打磨、整

理和加工，才有现在这种

表现形式。昨晚，他与得意门生鲁

肃各演半场宋江，充满感染力的表

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今明两天，

上海京剧院还将为香港观众献演

海派连台本戏的代表作之一全本

《七侠五义》。据该戏主演之一、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傅希如介绍，

《七侠五义》上本2019年在香港演

出，大受追捧，许多戏迷早就盼着

看到全本演出，所以此次该剧亮相

“上海文化周”，也是一次赴约之

旅、圆梦之旅。

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展

示优秀的海派文化，怎能少了被誉

为“上海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块金字

招牌”的上海民族乐团。此次名家

名团联手，上海民族乐团特邀著名

指挥家、乐团首席客席指挥兼荣誉

艺术指导汤沐海执棒，号召力十

足。8月5日晚，他们将在香港大

会堂演奏厅上演《海上生民乐》，这

一原创音乐经典品牌是首次在香

港演出，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姚

申申表示，希望通过诸如香港“上

海文化周”这样的平台，更好地推

广海派民乐原创品牌。

此外，本次“上海文化周”中，

上海博物馆与香港艺术馆联手推

出的“寻香记——中国芳香文化艺

术展”，与观众展开一段跨越千年

的寻香之旅；由上海市嘉定区文旅

局准备的“非遗点亮生活”，为市民

及游客带来独特且深刻的非遗文

化体验。

“上海文化周”由香港特区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承办，活动将持续至8月6日。

皎皎月光下，温柔的《小夜曲》唯美浪漫；激昂

乐声中，狂野的《春之祭》尽显生命的力量，苏州芭

蕾舞团新作《小夜曲-春之祭》日前亮相上海大剧

院。这是谭元元出任该团艺术总监后首度携团来

沪演出。

从台前走向幕后，踏出舒适区，要挑战的不仅

是新身份的适应，还有同新团队的磨合。她说：

“以前，只需要在聚光灯下心无旁骛地跳出最美的

舞蹈；现在，我更像个大家长，什么都要操心。”身

兼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协同创新中心总监和苏芭艺

术总监，她将工作重心转向舞蹈人才的培养。上

海苏州两头跑，她希望能用多年积累的资源，“让

更多中国优秀的年轻舞者被世界看见”。

谢幕 ·启幕
舞台上的年轻一代，时时让她回忆起19岁成

为旧金山芭蕾舞团独舞演员的时光。1992年的

第5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上，16岁的谭元元摘

下金奖。不到20岁，她拿到了旧金山芭蕾舞团独

舞演员的合同，只身开启世界芭蕾之路。一次“救

场”让谭元元展现了实力与坚韧，那是巴兰钦编舞

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舞蹈节奏

很快，动作又复杂，而谭元元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来“啃”下这支高难度的舞蹈，最终演出很成功，谭

元元就此站稳了脚跟。2018年4月9日，她荣获

“旧金山最高艺术荣誉”称号“旧金山市长艺术

奖”，这一天也被命名为旧金山市的“谭元元日”。

今年2月14日，在旧金山芭蕾舞团跳过29个

舞季的谭元元在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以《玛格

丽特与阿尔芒》作为告别演出。那一天，恰是她的

生日。舞团售票系统因购票人数爆棚而崩溃。遍

是鲜花的舞台上，谭元元单膝下跪致意，将飞吻献

给观众，也献给她最爱的舞台。告别意味着新的

相逢，谢幕孕育着又一次启幕。转型艺术总监，谭

元元以另一种身份亮相。

磨炼 ·跨越
《小夜曲》是巴兰钦到达美国后的开山之作，

首演于1934年。作品用前卫的创作观念为芭蕾

开辟了崭新的发展思路，既保留古典芭蕾的美感，

又将观众带进舞者深层次的内心世界。2024年

恰逢作品诞生90周年，苏芭引进的《小夜曲》是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版本，

并特邀舞团创意总监瑞贝卡 ·梅泽尔担任排练指导。

要演巴兰钦的作品并不容易，谭元元给巴兰钦基金会写邮件，反复沟

通，才争取到演出许可。基金会对每部巴兰钦作品都有着严格的制定标

准。他们寄来厚如板砖的“演出手册”，从服装的颜色、面料到舞台道具的尺

寸、质地，都有明确规定。《小夜曲》的世界里，舞者更像真正的“演员”，他们

虽然没有被安排去演绎情节，但需要传递内心对于舞蹈的感受，引领观众进

入梦境……这对舞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年轻舞者应当多接触世界级的作

品，磨炼技艺、提升审美。”

现代芭蕾对于习惯古典芭蕾的演员来说，都是一次跨越。谭元元说：

“美到极致的芭蕾是残酷的艺术，唯有刻苦、自律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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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优秀海派文化
推动沪港文化交流

《我的遗愿清单》《也许美好结

局》《粉丝来信》和特邀孵化作品

——原创音乐剧《麦克白夫人》四

部常演不衰的佳作，前晚起陆续开

启上海文化广场“自制月”的序曲。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致力于

原创音乐剧的剧场，上海文化广场

多年来致力于原创音乐剧目。《我

的遗愿清单》《也许美好结局》分别

于8月1日至4日、8月8日至10日

在上剧场上演。这两部“小而美”

的音乐剧，将各自迎来第200场演

出和第51场演出。8月22日至24

日，音乐剧《粉丝来信》则重回上海

文化广场，迎来第120场演出。

昨晚迎来第200场演出的《我

的遗愿清单》已经上演8年，是一

场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爱与

希望的探讨。《也许美好结局》则是

一场有关机器人的爱情故事，8月

8日将迎来第51场演出，期待能再

次让观众“心灵充电”。

《粉丝来信》则以上世纪40年

代上海这座作为出版重镇的城市

为背景。七位作家组成的“七人

会”，坚守着《朝华》杂志。初入编

辑室的郑微岚，曾以“夏光”为笔名

长期与七位作家之一的金海鸣通

信。“夏光”是金海鸣的缪斯，也是

他未来的噩梦……该剧还与中国

邮政携手推出联名衍生品，让书信

这一线索，也延续到日常生活之

中，让观众可以把它们带回家。

截至2024年8月，文化广场中

文版音乐剧制作已经持续8年，一

共推出9部中文版音乐剧，巡演城

市近50个，演出超过500场。有逾

百位音乐剧演员，自文化广场出

发，登上音乐剧舞台，成为中国音

乐剧的中坚力量。

脱胎于上海文化广场“2022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特

邀孵化作品——原创音乐剧《麦

克白夫人》也将于8月8日至9月

1日迎来第二轮演出。该剧首次

开创中外联创模式，由中国导演

徐俊和英国编剧及词曲作者詹姆

斯 ·比尼和吉娜 ·乔治亚联袂改编

莎翁经典《麦克白》。“华语原创音

乐剧孵化计划”2019年首次推出，

连续6年探索、投入、孵化多个赛

道，孵化出原创音乐剧十余部，形

成音乐剧产业平台。

本报记者 朱光

上海文化广场开启“自制月”
《我的遗愿清单》等4部作品相继亮相

“上海文化周”昨在香港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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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芭蕾舞团演出的《小夜曲》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