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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到戏曲 活态传承
大众对于故宫的了解多停留在文物，而

拥有宫廷音乐与戏曲研究所10年的故宫，

不仅注重再现物质的文物，也注重再现非物

质的音乐与戏曲演出。这就是近五年来，他

们与上昆合作的初衷，恢复、再现包括观赏

戏曲在内的传统宫廷生活方式，把戏曲精髓

在当代也能做到活态传承。

此次演出首先凝聚了业内顶尖专家和

主创团队，特邀著名导演田沁鑫担任总导

演，著名编剧罗周整理改编，昆剧艺术家张

铭荣、谷好好、张静娴、李小平分别担任《江

州送酒》《中秋奏凯》《长生殿 ·重圆》艺术指

导。上昆则集结“五班三代”的强大演出阵

容，《江州送酒》和《长生殿 ·重圆》分别由梅

花奖得主吴双，黎安、罗晨雪领衔主演，余

彬、胡刚、张前仓等倾情出演，为演出增色添

彩。《中秋奏凯》则由“昆五班”青年演员张艺

严、钱瑜婷、马填钦等主演，勇挑武戏大梁。

从节气看戏曲 节令承应
春节新近成为世界级非遗；而昆剧早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级非遗的第一

年，就成为非遗榜首。事实上，古人的生活

方式与节气、节令密切相关。在宫廷里，什

么节庆看什么戏颇有讲究。清代自乾隆年

以来，凡遇元旦、立春、寒食、端阳、中秋、重

阳、冬至、除夕等节令都演相应的戏曲，这些

剧目不仅展现了清代宫廷的文化生活，也为

了解和研究戏曲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昆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1498册、

6467部、3200余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

以中秋与重阳两大节令为主题的《江州送

酒》《中秋奏凯》《长生殿 ·重圆》三出剧目。

这三出剧目选自清代宫廷承应戏《江州送

酒 东篱啸傲》《全福庆》，也有源自清代宫廷

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

在审美风格上，《江州送酒》是一出表面

谐趣，内涵丰富的“文戏”，而《中秋奏凯》则

是一出热闹非凡的“武戏”，《长生殿 ·重圆》

则相对更加完整，剧目完整保留了《重圆》的

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昆曲历史上的大场

面名曲——众天女的“羽衣三叠”。在《江州

送酒》与《中秋奏凯》两折戏缺乏原始曲谱的

背景下，唱腔根据词意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

谱曲式作曲。《长生殿 ·重圆》则在尊重传统

经典的基础上守正创新，通过14支曲牌和

“羽衣三叠”集曲推进剧情并呈现丰富多变

的情感层次。

从戏曲到戏剧 审美升级
与惯常戏曲舞台剧的审美理念不同，

《太和正音》的审美更倾向于当代戏剧。比

如舞美设计参考了故宫畅音阁的样式，复原

了“戏楼”，而非戏曲舞台常见的一桌二椅。

所以，舞台上能看见黄边绿瓦飞檐、精美斗

拱梁柱。同时，有着透视感，空间可以动态

组合，演区后方还有长卷式背投影像，可以

让市民观众领略“宫廷视角”。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昆第一次从故宫

中寻宝和再开掘来编创剧目。在600年的

宫廷戏剧结构中，进行复古的创新，是上昆

和故宫博物院在守正创新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次有意

义的戏剧实践。导演田沁鑫视之为“一次复

古的美学实践，也是具有表现主义美学的再

整理、再创新，是600年昆曲和600年故宫的

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朱光

本报讯（记者 朱光）

白玉兰奖、梅花奖明年共同

绽放申城，这是今天上午在

文艺会堂举办的“与时代同

行，与人民同心——深入学

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暨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创设35周年学术研讨

会”上传出的信息，《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价

指数报告》同时发布。

创设于1989年3月的

省部级奖项白玉兰戏剧奖，

由上海戏剧界的有识之士

倡议和发起，在以黄佐临、

袁雪芬、尚长荣、奚美娟为

首的评选团队的接力下，至

今共举办了32届，有90余

个剧种、1797台剧目、4405

名中外演员申报参评，867

人次获得各类奖项，覆盖大

陆地区29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台湾地区，美、英、俄、日等7

个国家和地区。白玉兰戏

剧奖始终“与时代同行，与

人民同心”，发展成为当代

中国戏剧界的重要奖项之

一，推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

的戏剧人才，也见证了中国

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指数报告》结合实地

调研、案头研究、座谈访谈

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由

指标体系、数据获取、评估方

法等三方面框架支撑。指标

体系首要的是导向正确，与

此同时包括科学权威、创新

引领、成果丰硕、品牌卓越

和赋能发展共6个一级指

标和24个二级指标。数据

获取，则通过行业评价、社

会统计、消费者调查等途径

综合计入。至于评估方法，

则采取市戏剧家协会自评

与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

最终分值以第三方组织的专家评估分数为准。

今年9月，市戏剧家协会对照评价指标体

系自评为94分。今年10月，经专家打分加权平

均下来，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项评价指

数最终得分为92分，在百分制等级中处于“好”

的发展等级。按分项分析，分值最高的是“促进

了人才培养”，其次是“奖项具有专业性”“推动

了文艺创作”，再者是“在行业和社会上示范效

应突出”“奖项设置合理规范”“丰富了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增强‘城市原创’品牌的显示度、标

识度、美誉度”，以及“带动和促进了‘亚洲演艺

之都’建设”……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原副主任，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原院长荣广润，深情回忆了近

35年来白玉兰戏剧奖的发展脉络、感人故事

等，“飘香35年来，源于其公信力”。最终，也

是体现了白玉兰戏剧奖为上海建设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推动中国戏剧事业

的繁荣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敦煌是古老的，也是青春的。音乐话剧

《受到召唤 ·敦煌》刚以“秒售罄”的佳绩在北

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演完，13日至15

日将来到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这

部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创排、院长田沁鑫担

任编剧导演、青年演员张艺兴主演（见右图）。

故事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国开篇，追

溯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的守护

之路，再延展至未来的2035年，观众将跟随

年轻的敦煌数字研究中心实习生，穿越百年

时空，与常书鸿相遇，感受莫高窟千年历史

的壮丽与中华文化的璀璨。

“艺术与科技结合，是文艺新业态的必

然选择。这次，我们将最前沿的数字技术融

入创作，为观众呈现前所未有的敦煌体验。”

田沁鑫说道。《受到召唤 ·敦煌》大胆打破戏

剧边界，16首原创音乐展现中华语言之美，

7路威亚带来立体舞台效果，13台电影级镜

头实时捕捉表演细节，巨幕画面震撼呈现。

现场1283平方米的屏幕与AI技术加持，创

造了独特的“戏剧元宇宙”。二维动画、3D

技术、即时拍摄等多重手段，为观众打造一

场沉浸式视觉盛宴。

该剧传承国话培养青年人才的传统，主

演张艺兴、胡晓龙、甘瑞琦等年轻演员，带着

采风中的感悟，将敦煌文化注入创作，将青

春的创造力融入舞台。“从传统剧场到万人

场馆，我们迎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张艺兴

坦言，体育馆的超大声场对演员的台词和表

演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首演的门票上线

即售罄，证明观众对这部作品的热烈期待。

《受到召唤 ·敦煌》不仅是国话的创新探

索，也是一次与敦煌文化的深刻链接，当古

老的敦煌以青春之姿在舞台上绽放，观众仿

佛能看到千年的岁月在现代科技与艺术的

交汇中生生不息。敦煌，在这部作品里正以

一种更年轻、更有力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

心中。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正在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

自9月20日开展以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20余

万人次，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在上海，看敦煌”的

观展热潮。为回应中外观众的观展需求，大展

官宣将延期至2025年1月3日，市民游客可以

在“何以敦煌”小程序上预约入场参观。

“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聚焦“世界文化

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艺术、历史，以“文

物+复刻经典洞窟+壁画彩塑”为形式，是“展品

类别多样，展出规模庞大，展示内容稀缺”的跨

年度敦煌艺术代表性大展。

本次大展通过举办《一眼千年 梦回敦煌》

“汉服周”主题观展等活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

景。与此同时，围绕“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

这一核心资源，“文博+旅游”产品不断上新。

本次展览进一步推动了年轻群体中“敦煌热”的

美学风潮，也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上海、见敦

煌，持续促进流量聚起来、人气热起来、消费旺

起来，让更多人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上昆从故宫寻宝
唱给市民观众听

《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昨晚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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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明天梅奔上演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故宫与上昆，两个传统文化大IP，历
经五年交融的成果——汇聚三出宫廷戏
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昨晚在
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宫廷戏首
次走进市民观众中间，市民观众发现原
来以往宫廷喜欢的戏剧也是市民题材。

“何以敦煌”展延至明年1月3日

古老敦煌以青春之姿绽放

■

《

长
生
殿
·

重
圆
》
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