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一张免费的中华艺术
宫参观券，在地铁口经由“黄牛”的
“忽悠”，身价一路涨到了 !"元。而
手持这张高价门票来到中华艺术
宫入口处，却又发现这 !"元花得
太“冤枉”了———就在入口处，管
理人员正在发放即时预约券，只要
到现场者基本都能免费领到。

自今年国庆试运营以来，艺术
宫方面实时调整票务服务，其中包
括在每天限流 #$%万人次观众的基
础上现场发放即时预约券的做法。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从目前的人流
来看，大部分临时到场的观众还是
能在入口处领到免费预约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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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圣诞、
元旦将近，本市各剧院近日纷纷亮
出跨年节庆的节目菜单，自发形成
声势浩大的“新年演出季”。上海大
剧院主打自制芭蕾舞剧《胡桃夹
子》和“上海新年音乐会”；上海音
乐厅端出平安夜英伦合唱音乐会
和 &#日晚的倒计时音乐会；东方

艺术中心则公布了包括 &% 台、共
'(场“辞旧迎新”系列演出。
上海大剧院和上海芭蕾舞团联

合制作的《胡桃夹子》，这次虽然已
是连续第三年迎新演出，但截至昨
天，两场演出的门票已基本告罄；由
纽约爱乐总监吉尔伯特指挥上海交
响乐团主演的“上海新年音乐会”和
上海音乐学院主演的新年音乐会，
同样受到了市民的欢迎，目前门票
也已所剩无几。与上海大剧院主打
“本土牌”不同的是，上海音乐厅从
本月 %'日起的三周内，将陆续上演
(场风格不同的新年音乐会，重头节
目均来自欧洲。担任首场演出的英
国 )*+,-.合唱团，是由伦敦西敏
寺唱诗班成员组成的无伴奏人声团
体，演出的作品不但有圣诞颂歌，还
有皇后、披头士的改编曲；第 (次来
沪演出的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

团在岁末之夜则以“憧憬 %/0&新年
音乐会”，与听众一起相伴新年钟声
跨入 %"0&年。
东方艺术中心推出的“辞旧迎

新”演出系列时间跨度更长、品种更
丰富，从本月 %"日至下月底的一个
多月里，交响乐、芭蕾、舞蹈、话剧、
戏曲等将轮番登场。其中仅音乐会
就将迎来德国广播交响、中国爱乐、
捷克布拉格爱乐、比利时皇家爱乐、
美国好莱坞、奥地利维也纳之声、上
海东方交响及大名鼎鼎的芝加哥交
响等国内外乐团，颇有摆擂“比武”
之意。此外，基辅大剧院芭蕾舞团的
.场《天鹅湖》、西班牙“华丽弗拉明
戈”和古巴“舞动南美”舞蹈专场、宝
岛“相声瓦舍”的《那一夜，旅途中说
相声》、关栋天和金星的跨界话剧
《尴尬》、茅威涛领衔的《西厢记》等，
将给市民提供丰富多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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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纪念越
剧改革 1"周年系列演出“传承篇”
昨晚在逸夫舞台开演。昨晚这场
“越剧中生代演员新创剧目展演”
中上演的 0"个片断均选自各越剧
院团这些年来新创作的剧目，风格
题材各异，几乎集中了近年来越剧
界创新尝试的大部分“模式”，不仅
向观众提供了一次集中欣赏的机
会，也为业界提供了一次总结与反
思的机会。

昨晚首先亮相的是异国风情
的《阿育王》，戏曲舞台上外国题材
的作品这些年并不少见，不过大部
分都把故事的背景改到了中国古
代，而《阿育王》并没作此改编，舞
台上印度服饰、印度音乐、印度舞
蹈一样不缺，显得相当大胆。分别

移植自昆剧、京剧的《班昭》《曹操
杀妻》则反映了越剧界在体裁、主
题、风格突破方面所作的尝试，两
部作品风格相对硬朗、厚重，较之
越剧给人的柔美委婉风格有较大
不同，这种题材风格“非越化”的尝
试近年来颇为流行，昨晚上演的
《赵氏孤儿》《玉卿嫂》也均在这些
方面有所突破。今晚还有十部新创
作品的片断将在逸夫舞台上演。
《女吊》则是昨晚唯一一部稍

有实验风格的作品，一方面集中展
示了传统戏曲的圆场、水袖等标志
性技巧并配以大段唱腔以突出戏
曲“载歌载舞”的特色，另一方面又
加入了舞蹈及其它舞台剧的元素，
在舞台呈现方面与传统戏曲有明
显的不同。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著名书
画大家陈佩秋先生上周日携《名画
说疑续编———陈佩秋谈古画真伪》
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学术讲座后，读
者反响强烈。陈佩秋亲临主讲，为读
者提供分析比较、鉴别古画的参考

方法，上海三大美术院校的师生一
同参与，聆听陈佩秋先生对宋元绘
画分析。为普及中国绘画史及书画
鉴定知识，上海书店出版社向全国
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高校图书馆
赠书，所赠书籍将由出版社寄送。

越剧新创剧目昨晚开始集中展示
异国风情可入戏 硬朗风格也允许

《陈佩秋谈古画真伪》赠各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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