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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小剧场戏剧是发源于西方舞台剧发

展探索的“引擎”，小剧场戏曲也试图成为中

国戏曲顺应时代发展、守正创新的“引擎”。

今天，2024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暨“呼 ·

吸”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在宛平剧场、长江剧场

启幕。

“小剧场”并不是简单物理意义上的剧场

更小、规模更小的“低成本”戏剧，而是理念创

新的戏剧实验场。本届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收到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戏曲院

团、艺术高校、民间团体、个人申报的剧目80

部，其中原创作品50余部，计划首演超过30

部，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和白玉兰奖

的主创人员多达十余位。此次申报涉及近

40个剧种，其中首次申报的新剧种包括——

黔剧、桂剧、丹剧、渔鼓戏、湘剧、客家山歌剧、

粤北采茶戏、河南越调等，再次证明了中国小

剧场戏曲展演是推广和传承戏曲艺术的重要

平台，也是展示戏曲艺术魅力的重要窗口。

最终入围的10部作品，内容鲜活、风

格多样，把戏曲艺术对接现实生活，体现出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这些剧目包括湘剧《舟渡》、锡剧《聊斋 ·紫

尾》、越剧《张骞使西 ·三别三行》、多剧种

《新 ·桑园会》、京剧《成佛记》《封狼居胥》、

高甲戏《罗刹记》等。此外，粤剧《奉天承

运》和昆剧《六道图》受邀参演。其中，湘剧

《舟渡》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湘

剧高腔的地方特色和无场次演出，展现了

湘西风情画卷。锡剧《聊斋 ·紫尾》，以当代

人视角重新解构聊斋故事……展演期间还

将举办专题研讨会，共探中国小剧场戏曲

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蕴含戏曲发展探索目的的“上海小

剧场戏曲节”，今年办到十周年，也是升格为

“国字号”的第六年。这一展演十年来共吸引

申报剧目580余部，涉及近90个剧种，100余

部（含今年12部）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戏曲作

品经过专家遴选后登台亮相，每年参演剧目

数量从最初6部发展至约12部。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张洁

表示，未来的小剧场戏曲艺术如何走向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除了在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

尚之间寻求当代契合，在传承历史文脉的基

础上，在追求艺术创新的同时，也要考虑市场

的接受度和商业价值，寻找艺术与市场之间

的平衡点，为戏曲的良性传承和健康发展协

力探索，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贡献

戏曲人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朱光

让心带着双手走
昨天率先登场的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的朱奕帆，他以一曲帕格尼尼《摩西主题变

奏曲》接受检验，他的演奏指法娴熟、流畅欢

快，富有观赏性。王健给予掌声，但话锋一

转，又直指要害：“现在的年轻人都偏好快节

奏段落，可以展现高超技巧，但交响作品中恰

恰是慢乐章才是根基和灵魂。”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王菲娜以海顿

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见大师，她

扎实的基本功、极佳的乐感和领悟力将这首

曲目演绎得朝气蓬勃。王健“因材施教”，鼓励

她更自信地演奏：“你有很好的乐感，不要害

羞，把感情饱满地演绎出来。我要提个外行的

要求，你可以拉得再响一点吗？对，很棒！”

虽然是大师课，但不局限于以宏观视角分

析作品，王健也给予更多细致入微的指导——

从握弓的姿势和力度，到运弓的角度和速度；

从音量的强弱变化到音符的连贯性。“音乐要

打动人，就要让心带着手走，艺术引领技巧，才

有好音乐。”他用拖把来比喻握弓时手和弓的

关系“要被弓拖着走”，又亲身示范拳手出击时

的姿态，形象描述何为“外松内紧”。

中国戏曲未来会长什么样

火起来

传统文化让

看小剧场戏曲展演

大师公开课，四小时听不够
大提琴家王健解锁“音乐密码”

  岁的昆剧名家石小

梅与  岁的“扬剧王子”李

政成，联袂主演的昆剧《六道

图》之所以成为此次小剧场

戏曲展演的“特邀剧目”，是

因为两位主演“超龄”了。按

规则，小剧场戏曲展演是面

向全国青年戏曲演员的创新

实践舞台，是激励青年演员

多亮相、多探索的平台。《六

道图》看似以“捡场”（亦即搬

道具）由施夏明、李晓旭担任

的方式，降低了一下平均年

龄。不过——创新，无关年龄。

戏曲一定程度上也是对

时代的反映。当陈丽君等以

小剧场戏曲《新龙门客栈》的

演出、营销新模式“出圈”之

后，也给年轻人看到戏曲发

展的新的可能。赵志刚领衔的“星 · 杂剧”

《伪装者》，聚集了各剧种戏曲“明星”，操持

各流派唱腔同台，最终以音乐剧方式收场，

倒也颇有新意和趣味……

在音乐剧如今颇受市场欢迎的前提下，

绵延成百上千年、代表各方水土文化的“中

国音乐剧”戏曲，不妨守正创新，自“小剧场

戏曲展演”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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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不惑之年的曼妮曾是一名业余
大提琴手，年轻时组过乐队，可惜结婚后
就再没摸过琴。“听了大师的课，突然有了
想要把琴拿出来好好练练的冲动。”
昨天，上音歌剧院的排练厅里坐得满

满当当，一堂趣味横生的大师公开课持续
了整整4个小时，仍让人意犹未尽。这是
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王健回母校——上
海音乐学院任教后，首次面向全国音乐院

校学生和爱好者开课。“你的手握弓不能
四根手指一起用力，要像狼毫笔的那尾狼
毫那样，被带着走。”“看过李小龙打拳
吗？哪个拳击手会在出拳前紧绷着，
都是外松内紧，才能一击即中。”

曲终人不散，夜幕中，有收获
满满的学子迫不及待站在风里和
同窗分享：“这是我听过的最有用
的音乐课。”

用艺术引领技术
自诩老派的王健坚持传统的教授方式，

基本功永远是他最看重的。尽管此次得以接

受指导的都是专业院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但

他依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易察觉的

“坏习惯”，如“啄木鸟”般帮他们把问题一一

捉出，当堂解决。

他让朱奕帆把乐曲开头的四小节反复拉

了四五遍，让他避免重音，提醒他拉琴不能犯

“哮喘病”。他指出，重音最有效，但也是最糟

糕的手段，“演奏家就是用乐器来歌唱，好的

歌唱家不会让人听见呼吸重音，同样的道理，

你也不能让人听见重音。”

改习惯并不容易，试了几遍，仍没能改过

来，王健换思路耐心启发他：“你改不掉重音，

其实是没处理好弓速，你的弓速当同步你呼

吸的速度。记住，不要让技术引领艺术，要用

艺术引领技术。”

王菲娜的演奏得到了大师的高度认可，

她开心不已，但让她更开心的是第一次解锁

了音色密度这个词。海顿的这首曲子里有一

个小节有四个“so”，音量强弱和音色明暗各

不相同，就这四个音她被要求反复拉了七八

遍，她说：“跟着大师指引的方向，我觉得每一

遍都不同，而且越来越好。”

“如果把音乐幻化成图画，音响是色彩，

密度是光线，前者是二维的，后者是三维的。”

王健的这句话让王菲娜茅塞顿开，他让她从

音色密度着手，把四个“so”从上海的黄梅天

拉成深邃的“上海蓝”，音中见色，让所有人领

略了用耳朵赏画的奇妙。

让音乐的梦苏醒
2024年王健的大师公开课由上海音乐学

院管弦系、艺术处与上音歌剧院共同主办，王

健李继武大提琴艺术工作室承办，计划每年

举办两次。

此次，公开课免费对外开放观摩，观摩票

在网上可谓秒空。昨天台下旁听的既有带着

曲谱、拿着本本认真记录的专业学生，也有音

乐爱好者。“不是所有大师课都像他讲得那么

有趣的。”拼手速和运气抢到票的吴悦，虽然

没能走专业路线，但对大提琴的爱从未褪色，

她说：“很多演奏家自身技艺超凡，但他们很

难说清楚‘为什么拉得好’，王健总能用深入

浅出的方式让你明白，问题在哪里以及怎么

解决。”

曼妮激动地说：“他唤醒了我心里的音乐

梦想。本来音乐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拉琴愉

悦自己，何必在意几岁，还在不在台上。”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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