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看到曾小敏
的剧照，你会为她
俊丽端庄的扮相
所赞叹；看过曾
小敏主演的粤剧，你会惊讶于
她的一身绝艺：在她获得第十
六届文华表演奖的新编剧目
《白蛇传·情》中，她的行当跨越
了花旦、武旦和青衣，唱念做打
俱全，文戏精彩，武戏火爆。她不
但拿过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一等
奖、戏剧梅花奖，还创下过一年
!!"场戏的演出纪录。她是舞台
上的一把好手，身为广东粤剧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曾小敏更担
负着团队管理者与粤剧推广者
的责任与使命。

误打误撞!入行
初次与粤剧的结缘，是观看

了广东粤剧院在家乡的演出，舞
台上演员光彩绚丽的形象和凤
冠霞帔的造型，都让年幼的曾小
敏为之震撼和仰慕。当年本以美
术特长破格进入重点中学学习
的曾小敏，偶然参加了粤剧学校
招生，在 #"""多名考生中脱颖
而出，成为了粤剧学校的一员。
曾小敏笑称：“这可以说是我人
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不惧困难!突破
但那却是粤剧传承发展的

瓶颈期，演出场次缩减。“既然没
有人找上门，那么我就直接带领
剧团去寻出路。”时任广东粤
剧院青年团副团长、年仅

#$ 岁的曾小
敏带着团队
从镇到村再
到城市，凭着

勤奋、用心完成好每次演出，慢
慢打动观众。她自己更是以身作
则，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和推介
粤剧。除夕夜，她作为主演之一，
让粤剧时隔 %& 年再登央视春
晚；年初三，她奔赴最繁忙的“春
班”一线，春节期间大半个月没
着家；一回到广州，就紧锣密鼓
地投入到广府庙会巡游的排练
中……

走近青年!创新
从 !%岁“误打误撞”入行，

到现在身体力行推广粤剧，曾小
敏说：“舞台的魅力在于创新，只
有创新才能让‘古老’粤剧扣动
年轻人的心弦。”在介绍自己参
评文华奖的新编传奇粤剧《白蛇
传·情》时，她说得最多的一个是
“情”，“《白蛇传》是一个家喻户
晓的故事，全国的许多剧种都有
这部经典剧目，而我们这部新编
《白蛇传·情》以一个‘情’字贯穿
始终，‘情’字不断被提纯放大，
使整部戏充满了爱情、亲情、友
情、离情……”正是这些情，让年
轻人在传统戏曲中找到了内心
的共鸣，让年轻人喜欢上了粤
剧。这也正合了曾小敏近年来的
使命和追求：拒绝让粤剧成为博
物馆的艺术，要让它走进年轻人
的视野。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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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个人爱这座城市的起因不一样，有
人因为一首曲子一首诗一个人而爱上这
个城市，就如同人们观察这个城市的角度
亦不尽相同，也许爱它气势磅礴的那道
湾，也许偏爱它黄昏那刻寂静的街。中华
艺术宫一楼，正在为即将于 '月 #!日正
式开幕的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紧张布展，
$""余件作品中有 '!件来自上海，我们
试着读懂艺术家们用画笔为这座城市抒
写的心声。

来自空中的田园诗
艺术家李向阳最后挑了反映青草沙

原水水源地工程的“共饮长江水”为题作
画，一是因为“青草沙”这个名字听起来抒
情，二是因为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惠民工
程，值得一画。
当李向阳最初进入水库区，倚着车窗

发呆，如何把主题创作中一般的劳动场
景，换一个角度，诗意地表现主题？他突发
奇想，打开了卫星地图，何不从高空的视
角俯瞰试试？这一刻，李向阳发现，青草沙
美得就像长江口的一块美玉。这项为上海
市人民送福祉的水利工程，分明就是一件
浑然天成的作品。“我肃然起敬，感佩青草
沙的建设者，感恩养育了这种文明的土地
和城市。作为近现代文明发祥地的城市，
上海面向大海温润透彻，亦如祖国胸前的
一块美玉。”李向阳说。

#""厘米!%""厘米尺寸的大油画作
品《饮水思源》，花费了李向阳一个多月的
时间，日日挥笔。画面的视角奇高，青山绿
水诉说着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敬畏。恬静平
和的色调营造，不纠缠于细节的布局，仿
佛是一首来自空中的田园诗。

脚手架上的"温度#

#"!$年，位于复兴西路 !&(号的柯灵
故居经过重新修缮后正式对公众开放。这
幢建筑是画家洪健在青少年时代每天的必
经之地，从知之者寥寥，到如今常常有人慕

名而来，从几近凋敝到妥善修缮，老建筑在
每一个时代呈现出不同面貌。这也是艺术
家洪健此次为“时代风采”主题创作的作品
《永不拓宽的街道》的灵感之源。

洪健采用的是传统中国画中三联屏
图式，每条屏中都加入了一些独特的物象
元素叠加了时空感受：脚手架支起的防护
网与那隐去半条却仍可解读的“让城市更
有温度”的标语，表现出这座城市对历史
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画面中央醒目的红色
电话亭与隐隐打开半扇的门扉，似乎正有
人刚刚步入公寓，预示着海派文化的火炬
正从老一辈文化学者的手中传承下去；而
零星摆放的几辆城市共享单车，婉转地透
露出骑行者的欢笑声。
“上海每个地区的梧桐树其实都不一

样，复兴西路一带的梧桐树，横枝少而竖
枝丫多。”艺术家的眼光细致，树枝间透出
的冬季青灰色的天空令人想起宋徽宗《瑞
鹤图》的清幽。当传统水墨程式与当代审
美视角熔于一炉时，拓展了当代中国画审
美的表现张力。“街道无法拓宽，但绘画的
语言可以拓宽。”洪健说。

两位艺术家的画面上都没有出现一
个具体的“人”，画面之外的我们却真切感
受到了“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
声音。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从

到

! ! ! !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将迎来与著名大提琴家
王健的首度合作。这场德沃夏克交
响作品专场音乐会，王健将演奏《)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捷克

作曲家德沃夏克的代表作之一，写
于德沃夏克在美国教书期间，运用
了许多波希米亚民俗舞曲的元素寄
托其对祖国的眷恋。说起“乡愁”，近
几年来，王健也将许多精力都放在
了家乡上海的演出上。今年 !月他
刚刚在上海大剧院演绎了巴赫“大

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全集。而此次首
度与上海歌剧院的合作，这首协奏
曲更是他自己精心选定的，“德沃夏
克的这首协奏曲，是业内公认‘最流
行’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它包含了
热情、欢乐、悲伤等等非常丰富的情

感色彩，像一部‘好莱坞大片’，而不
是‘小众艺术片’，既适合展示歌剧
院交响乐团的实力，也容易被观众
们接受、产生共鸣。”

德沃夏克创作《)小调大提琴
协奏曲》时，忽然听闻远在欧洲故乡

的初恋女友的死讯，就把第三乐章
最后一段改成了如今怀念而悲伤的
风格。王健解读：“那个年代车马书
信很慢，德沃夏克听闻死讯，已晚了
好几个月。那份悲伤既是乡愁，也是
生离死别的愁绪。”

离别是艺术创作中永恒的命
题。王健说：“因为离别是每个人都
要经历的事情。而艺术家，更能体验
离别和孤独。”在他的心里，艺术家
们总与孤独相伴。演奏时，他闭着眼
睛沉浸其中，表情也随着曲调的变
化时而笑容满面、时而眉头紧锁。
“一方面，因为巡演，我与家人朋友
每次相见短短几日便又离别。另一
方面，当走进琴房、拿起琴，我的世
界更是只剩下自己。”对艺术的专
注，注定了他的“孤独”。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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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合作

王健用大提琴诉说乡愁

让粤剧扣动
年轻人心弦

广东粤剧院副院长曾小敏———

文华奖得主

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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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蛇传!情%剧照

! 李向阳作品!饮水思源"

! 李向阳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卫星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