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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之夜，选用什么乐曲充当“气氛组”陪伴自己迎来零点倒计

时？这成了申城乐迷观众“甜蜜的烦恼”。昨今两晚，数台曲目别致、

特色各异的新年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前滩31演艺中心等剧场陆续上

演。浦江两岸，音乐之声如闪耀繁星点亮上海最美的夜空。

一台法式歌剧集锦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中

法建交60周年特别呈现，法国作

曲家夏尔 ·古诺的歌剧《罗密欧

与朱丽叶》昨晚以半舞台版形式

率先亮相，拉开2025上海歌剧院

演出季开幕演出暨2025上海大

剧院新年音乐会序幕。

演出由上海歌剧院院长、指

挥家、钢琴家许忠执棒上海歌剧

院合唱团、交响

乐团、舞剧团，携

手巴黎爱乐大

厅-巴黎管弦乐

团的16位首席

演奏家联袂献

演。法国男高音

歌唱家托马斯 ·

贝廷格、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莱

昂诺尔 ·博尼利亚、法国男中音

尤安 ·杜布鲁克以及男高音歌唱

家梅杰、苑璐、男中音歌唱家窦

乾铭等倾情加盟。

虽是半舞台版，但轻量化的

舞美依旧精致考究，并保留了

“罗朱”戏码中最为经典的复古

阳台场景。主创利用多媒体视

觉技术与实景巧妙配合，让整个

交响乐团走出乐池，立于舞台之

上、场景之中。恰如其分的灯光

变幻让各关键场景得以“丝滑”

切换，人物的情感也随着灯光的

色彩、明暗而变化；精致的服装

也助力演员在声音塑造的同时，

凸显人物性格。

一场环球音乐之旅
今晚，在捷

豹上海交响音乐

厅上演的 2025

上海新年音乐

会，世界知名指

挥家迪图瓦将执

棒，联袂亚洲第

一女高音曹秀美

及韩裔小提琴

“女神”康珠美为

乐迷开启一场音

乐环球之旅。

青年作曲家

梁皓一创作的开

篇《月之序曲》用

西方交响演绎新

中式，民族打击

乐器的融入塑造锣鼓喧天喜庆

氛围，使演出兼具现代感与民俗

风情。《西班牙随想曲》让观众

“看见”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

萨科夫印象里的西班牙。《花腔

女高音协奏曲》通篇无歌词且技

术要求极高，曹秀美的演绎被卡

拉扬盛赞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在圣-桑古典气息浓郁的曲

库中，《哈巴涅拉舞曲》和《引子

与回旋随想曲》是一抹跳脱的亮

色。《罗马的松树》从城市最具标

志性的风景——绿色斗笠般的

松树切入，用生动的音乐语汇描

绘了美丽的罗马自然风貌。作

曲家雷斯皮吉在第三乐章末尾

使用了留声机播放夜莺的叫声，

这也是音乐史上首次在作品中

使用录制下来的自然之声。迪

图瓦是上交的老朋友，这是他第

38次来到上海。热爱中国文化

的他说：“如果要我重新选择语

言，我会选择中文。”

新年钟声敲响时怎能少了维

也纳之声。今晚，指挥家约翰内

斯 ·怀德纳领衔维也纳约翰施特

劳斯管弦乐团，将在凯迪拉克·上

海音乐厅呈现古典跨年盛宴。而

维也纳春之声交响乐团将在前滩

31演艺中心奏响《春之声圆舞曲》

等欧洲经典，同时还将让观众领

略《茉莉花》《好日子》等中国曲目

的魅力。英国国家交响乐团、伦

敦城市爱乐乐团也将轮番登场东

方艺术中心，演绎作曲家德沃夏

克、圣-桑、施特劳斯的经典之作。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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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如戏开好局，生活如曲奏华

章。”2025年新年戏曲晚会昨晚在国家

大剧院举行，并将在2025年1月1日晚

通过央视一套CCTV-1等频道播出。

全国戏曲表演艺

术家粉墨登场，

上海京剧院老生

演员蓝天与郭毅

首次亮相晚会，

分别演绎了经典

老戏《御碑亭》与

麒派代表作《徐

策跑城》，呈现了

别开生面的海派

京剧风采。

蓝 天 宗 余

派，历年来凭借

其扎实的功底深

受观众喜爱。他

此次以一段杨派

《御碑亭》亮相，

带来不一样的视

听享受。与他搭

档的是重庆尚派

名家周利，一段

夫妻破镜重圆的

故事在流水对唱

中娓娓道来。蓝

天饰演的王有道

为了挽回妻子，用真诚的悔过之词表露

内心：“妻呀，你是我的贤妻房”，二人最

终携手走向“同衾共枕似鸳鸯”的幸福

生活。

蓝天身穿红色官衣，王有道的认错

哄妻唱段中，既有老生的稳重，又展现

了官家的气度不凡，角色的复杂心理层

次通过唱腔与身段融合得十分贴切。

谈及此次演出，蓝天表示，在新春来临

之际，能够将上海京剧院的风采展现给

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十分荣幸，“新的

一年里，希望和上京的同仁一起为大家

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同样令人瞩目的还有郭毅，作为麒

派掌门人陈少云的大弟子，他登台演绎

的是麒派经典《徐策跑城》。2022年陈

少云曾在央视春晚舞台唱响这出戏里

的“湛湛青天不可欺”唱段，老徐策的

“跑”是全戏的点睛动作，成为经典定

格。而郭毅此番的“站城楼”继承了师

父的衣钵，唱得雄浑而老练，颇能体现

麒派唱腔上的特色。

在舞台动作上，郭毅作出了创新性

的处理。为了更好地呈现剧中徐策的坚

定与决然，他不仅在演唱

时保持了原版的

沉稳与气魄，还通过从舞台后方一步步

走向前方的步伐，将“你若是说不清来道

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的气势，以唱做

兼备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

来自上海京剧

院的花旦演员杨扬

和上海昆剧团的花

脸演员吴双作为

代表受邀观摩晚

会，激动之情溢于

言表：“这个荣耀

时刻，我感受到了

全国戏曲界的昂

扬斗志，蓝天很

大气，郭毅很热

血，给我们上海

‘长脸’了！”尽管

诸如藏剧等民族

地区戏曲他并不

能听懂语言，却依

然被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深深打

动。今年

9月，吴双

被 授 予

“ 新 时 代

中国戏剧

（净行）领

军 人 才 ”

荣誉称号，此番观演他更感肩

上的担子重大：“我们戏曲人

永远在路上，永远守护着，永

远不懈怠。”

2025年是上海京剧院老

院长、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

130年诞辰，郭毅坦言：“这份麒

派传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任

何时候都更强烈。”新的一年，

他立马开始繁忙的演出行程，1

月1日至4日，他将回到天蟾逸

夫舞台，参与麒派经典剧目《萧

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的

演出，而在4日的海派连台本

戏《狸猫换太子》中，他将扮演

忠义正直的陈琳，在守正创新

中传承京剧艺术的新经典。

蓝天和郭毅是上京人才

梯队中的重要代表。蓝天曾

两度举办“风华正茂”上海京

剧院拔尖人才系列专场，展示了上京的

顶尖人才实力；郭毅曾入选“青春跑道”

五年计划，成长为同辈演员中的翘楚。

上海京剧院为青年演员提供了量身定

制的培养计划和舞台，助力他们成长为

京剧艺术的中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

传统与创新的交融、老艺术家和新一代

演员的共同推动，为戏曲的未来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扫码看蓝天郭毅
向本报读者送新年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