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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全球化的时代，交响乐团的音色听
起来更显趋同。代表交响乐重镇奥地利维
也纳最高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
菲利普·乔丹，昨天在沪解读了为何将于明
晚在东艺上演贝多芬交响乐全集：“我们大
约 !"年左右，才会集中演奏一下贝多芬的
作品，此次把他的交响乐全集都上演一遍，
应该是首次。”他表示，之所以如此选择，首
先基于乐团的“身份”，再者是“发挥贝多芬
本身就融于乐团的基因”。

这次演出绵延 #晚，乔丹透露：“就是
按照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顺序，演 #个晚
上。”如此，其中最负盛名的四部———第三
“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第九“合
唱”也恰好“均分”在每一晚。同时担任法国
巴黎歌剧院音乐总监的乔丹表示，如此安
排是为中国听众特设：“在法国，我们可能
每两个月才上演一次贝多芬的作品，从来
没有如此集中，于 #个晚上一气呵成。”

他表示，受邀来沪选曲时，就在想应该
上演贝多芬———那是德奥音乐毫无疑问的
代表人物，也是“我们乐团的 $%&”。维也
纳交响乐团的历史不比维也纳爱乐乐团
短，迄今为止记录在案的演出已经超过 '

万场。而今年又是贝多芬逝世 ('"周年纪
念，上海有史以来还没有哪家国际顶尖乐
团一次性完整呈现贝交全集，故而，这个
“第一”就留给了东艺，成为 !")*+), 演出

季的最亮音。
交响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并不容乐

观，在艺术样式愈发多样化的当下，交响乐
的呈现形式显得“单一”、“雷同”，不少交响
乐团的共性远远高于个性。乔丹进一步强
调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贝多芬，并且未必会
以“创新”样式演绎的根本道理：“身份”。贝
多芬是德奥音乐的“正宗”，由维也纳交响

乐团来演绎他的作品，正体现了“血统”。早
在 )'世纪末，许多新作都热衷交付该团进
行首演，且登上历史舞台。)'""年 )"月，指
挥家费尔南德·吕维率领该团在金色大厅
举办了首场音乐会，此后首演了一大批载
入史册的经典作品，包括布鲁克纳《第九交
响曲》、勋伯格的《古列之歌》、拉威尔的《左
手钢琴协奏曲》等等。 首席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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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昨日，上海歌舞团在上海文化新地
标———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举办“爱我中华———!"),上
海歌舞团舞剧演出季”发布会，宣布将在 -月 ./日到 *月 !0

日的 )个月时间内，集中展出《野斑马》《天边的红云》和《朱
鹮》.部作品，每部舞剧演出 0场。
展出的 .部舞剧均是经过了时间检验、得到观众广泛好

评的优秀艺术作品。据了解，歌舞团全体演员经过近四个月夜
以继日、加班加点的辛勤排练，成功挑起了担子，新演员不仅
胜任了野斑马、斑马女儿、狐狸精，以及“五朵金花”（见上图
郭新洋 摄）云、秋、娃、秀、虹等主要角色，还以独特的理解和
身体语言支撑起斑马群舞、红军战士枪舞、群鹮舞等舞段。

五朵金花领衔
三部佳作亮相
上海歌舞团公布演出季剧目

十年后再见!野斑马"

! .野斑马/排练

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 ! !上海姑娘万金晶是首个“斑马女
儿”的扮演者，她说，那时候自己几乎每
天都会排练到凌晨三四点才罢休。如
今，万金晶成为歌舞团的排练指导，她
把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对角色的诠释，用
心传递给新演员。

从 )'',年创排至今，舞剧《野斑
马》陆续演出 !""多场。它是上海舞蹈
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首部原创舞剧作
品，成就了上海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舞剧首演———当年上海大剧院的舞
台，聚集了 )."名舞者，#"多人的现场
乐队，以及 #"位成人和 !"名儿童组成
的合唱团。

舞剧的上一次亮相是在 !"", 年。
岁月变迁，上海歌舞团种类繁多的新编
剧目，导致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十年封
尘。如今，随着歌舞团“爱我中华”!"),

演出季的启幕，《野斑马》有望作为首部
复排作品，进入大众视线。
经典需要传承。在首版《野斑马》里

出演“羚羊”的元老级舞者、上海歌舞团
舞蹈演员部主任朱继承告诉记者，复排
该剧的最大难题，在于“新”。新时代、新
面貌、新舞者，以及这些新舞者们对舞
剧的不熟悉。

跳惯了现代舞剧的模式和结构，再
反过来跳十几年前的舞剧，对年轻舞者
们来说很新鲜，也很难。舞剧《野斑马》
的最大特点是全动物造型，没有人类角
色，舞者需要用极形象的身体语言，来
诠释羚羊、白鹅、金丝猴、金丝雀和豹等
动物，难度很大。
第六代“野斑马”的扮演者，是上海

歌舞团首席演员侯腾飞。他说，整部舞
剧的动作偏向芭蕾，很规整，更需要脚
下的灵活性。例如斑马饮水的动作，要
把身体折成一个很奇怪的角度；为了体
现羚羊的矫健，舞者需要用半脚尖来完

成全部舞蹈；二幕开场，满台的演员，要
用整齐划一的动作把动物的形态和性
格捕捉到位……“对所有演员来说，压
力都很大。”侯腾飞说。

#个多月的集训，让《野斑马》初步
成型。新版没有在舞段上做太大修改，
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舞蹈动作，只是在布
景、道具、服装上进行了翻修，阵容也缩
减到 *"人。
“上世纪 '"年代末，能参与这样的

大型演出，可以说是一名舞蹈演员的
最大梦想。”朱继承回忆说，. 年的排
练过程很坎坷，编导和演员们摸着石
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创作。“好在，
我们团新一代的演员素质更全面、思
维更活跃、头脑更聪明。”通过他们，
可以让经典舞剧在新世纪再度焕发光
彩，让老观众有机会回味当年的观
感，让新观众有机会体会十年前的经典
舞剧的魅力。
本报记者 张艺 实习生 林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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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光洁
的地板，扑面而来的是
《野斑马》的铿锵乐声。
十年不见，这匹骏马依
然矫健壮美，带着一
种原始的狂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