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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煞是热闹
“姐弟”有点寂寥
———方亚芬谈越剧男女合演现状

! ! ! !“长城、十三陵一日游去不？”游客游览故
宫时，不时有人上前散发小广告并重复以上问
话。非法的“一日游”揽客行为让故宫长期以来
深受其扰：大量游客抱怨，劝阻的保安还多次
被黑导游打。
故宫每年超千万的客流量，对非法散发小

广告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记者来到故
宫客流量较大的御花园，不到两分钟，就有 !

人向记者推销北京周边“一日游”，并散发广告
传单。这些人大部分胸戴“导游证”，称所在旅
行社与故宫签订过相关协议。而故宫方面表
示，故宫从未与任何旅游单位签订过所谓协

议，在故宫内揽客与散发“小广告”均属非法行
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导游证”都是假的。

"#$%年，故宫共清理非法散发“小广告”人
员 $&###余人次，黑导游 "'()人次，没收非法
“小广告”*'万余张，各类假证件 "+#余个。由于
这类人人数众多，背景复杂，擅长“游击战术”，
故宫又没有执法权，所以无法杜绝这一现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建议，在故宫成立具有处罚
权的执法队，以有效的治理措施，确保故宫及
周边环境安全、规范、整洁。

驻京记者 陶禹舟 !本报北京今日电"

两分钟被塞7张小广告

故宫深受“一日游”揽客困扰

!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 杨建国）近日，有超过
'#年历史的上海音乐厅获得冠名，成为森海
塞尔上海音乐厅。然而，正式被冠名不到一周，
新增的“德国名字”就引发不少音乐界人士的
议论，知名作曲家陈钢更是通过实名微博表示
不满。然而，更多普通网友却对音乐厅此举表
示理解和支持，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否通过冠
名得到降低票价的实惠。
商业品牌赞助文化场馆，可以说是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例如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纽
约卡内基音乐厅里的“赞科尔音乐厅”、英国皇
家歌剧院里的“阿尔贝托,维拉大厅”等均由
企业冠名。上海此前已有梅赛德斯,奔驰文化
中心的先例，而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目前也找到

了合适的冠名商。但是，作曲家陈钢的担心是：
有着 '+多年历史的唯一以“上海”命名的音乐
厅，从此以后不复存在了。

但是不少乐迷和艺术欣赏者却对此举表
示支持，因为音乐厅被冠名后，除了硬件设施
方面会得到改善和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
资金的注入，可以邀请更多更好的乐团来演
出，同时打造更多贴近市民需求的公益项目，
使内容上更加丰富，节目质量更加优化，演出
票价更加低廉。东方网评论员王洪认为，从上
海音乐厅到森海塞尔上海音乐厅，不仅是简单
增加了 &个字，对正在探索多元资金注入文化
发展的领域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沪上
知名乐评人李严欢认为，在文化发展繁荣的进
程中，艺术机构的发展不能单靠政府支持，应
该通过市场方式扶持，走出更加有利于文化发
展、让更多市民受益的新路子。

音乐家不满 众网友力挺

! 上海越剧院男女合演团排演的#铜雀台$剧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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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越剧院男女合演团排演的《铜雀台》
昨晚在逸夫舞台结束了首轮的三场演出，上
座率超过八成。作为一台由青年演员担纲、明
星演员助阵的男女合演越剧，这样的上座情
况已相当不错。团长方亚芬对此表示：“好的
作品、好的宣传一定会出现好的票房。”话虽
说得自信，但作为男女合演团“当家人”的方
亚芬说起男女合演来却常常流露出矛盾的心
态，一方面对自己团里的演员和作品颇有自
信，另一方面，对越剧男女合演在整个越剧
“生态圈”的处境却有些无奈。

寻源 一路坎坷
越剧在经历了全男班的初创期、全女班

的鼎盛期之后，解放后出现了女子越剧和男
女合演并存的状况。解放初期推动男女合演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女子越剧演出现代戏
的局限性问题，但男女合演越剧刚亮相就遭
到观众的抗拒，之后虽然渐渐为观众所接受，
涌现了刘觉、史济华、张国华、赵志刚、许杰等
颇受观众喜爱的越剧男演员，创作了《汉文皇
后》《三月春潮》《忠魂曲》等一批有影响的男
女合演剧目，但男女合演越剧受欢迎的程度
却一直无法与女子越剧相提并论。另一方面，
资料显示，上世纪 /#年代上海培养的解放后
第一代越剧男演员有 )#0左右渐渐改行，之
后每一代男演员改行率都很高。今年是越剧
男女合演 )+周年，如今在越剧界依然保留男
女合演的只有两个剧团，在女子越剧一片姹
紫嫣红中显得有些尴尬。

缺人 无奈混搭
也正是因为过高的改行率，如今困扰越

剧男女合演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人才缺乏。
作为越剧界仅有的两个男女合演团之一，上
海越剧院的男女合演团虽然总共有七十几号
人，但男演员却没几个。方亚芬掰着指头数了
好几遍才数出老老少少总共 (个男演员来，

仅有的 (个男演员要撑起男女合演的大旗显
然有些力不从心。方亚芬告诉记者，男女合演
舞台上就该男演男、女演女，但实际上这仅有
的几个男演员根本就不够，演出时甚至连一
堂整齐的龙套也凑不起来。在男女合演越剧
中，女演员常常要扮演男家丁之类的龙套角
色，这样一种“混搭”在舞台上其实很不协调，
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所幸此次演出《铜雀
台》，因为团里正好有一批戏校刚毕业的实习
生，虽然还很稚嫩，但终于可以凑成一堂像样
的男龙套了。

少戏 难显长处
方亚芬当上男女合演团“掌门人”后不到

三年，团里已排了 !出大戏，但真正能体现出男
女合演优势的却很有限。缺乏既能体现男女合
演优势又能走市场的作品，是目前男女合演越
剧面临的又一难题。“既然有男女合演团存在，
就应该突出男女合演的优势。”方亚芬说。在她
心里，现代题材的作品更能体现男女合演的优
势，而最初推动男女合演越剧的主要原因也正
在于此。但问题是适合越剧演出的现代题材剧

作已很难觅，而越剧观众又更喜欢看古装戏，所
以现在男女合演团赖以生存的“吃饭戏”依然还
是以女子越剧擅长的剧目为主。这次排演《铜雀
台》也是希望能推出一部既有阳刚气、适合男女
合演，又能走市场的作品。为此连剧名都考虑再
三，最后定为“铜雀台”，方亚芬认为“戏名听起
来就比较男人”。

市场 还需培育
虽然这次《铜雀台》的票房相当不错，但说

起男女合演在整个越剧演出市场的处境来，方
亚芬却表示并不乐观。她说虽然剧团里的几位
青年男演员在上海的人气与同龄的女演员不
相上下，但男女合演在演出市场上的份额还是
明显不及女子越剧。而浙江有些地方还不能接
受男女合演，要求男演员在台上不能开口，但这
些地方往往正是越剧重要的演出市场之一，放
弃不得。方亚芬坦言，现在剧团一年 (+场的演
出指标光靠男女合演来完成是不现实的，所以
虽然是男女合演团，却依然保留女子越剧，演出
指标中有一半要由女子越剧来完成。方亚芬说
得很实在：“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有女子越剧，
但我们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让方亚芬欣慰的
是，现在的越剧观众对男女合演的接受度在提
高，“现在的人对男女合演不像以前那么排斥
了，这有个适应的过程。”

坚持 不懈努力
面对男女合演越剧缺人少戏、市场尚待

培育的现状，方亚芬提得最多的是“坚持”二
字。她对于自己的团队相当自豪：“我们有积
极向上的心态，有精气神，我们是一个和谐
的、共同努力的团体。”方亚芬说，剧团在经历
了一段低谷之后，现在大家都很有自信心：
“实际上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男女合演并没有
太多的弱势，只是市场认同感比较差。”而对
于男女合演目前面临的困境，方亚芬心态也
很平和，她说，想马上改变多少年来对男女合
演的偏见显然是不现实的，而男女合演团面
临的缺人少戏的尴尬，其实也是越剧界乃至
整个戏曲界共同的面临问题。“只要我们认认
真真做，有好的作品出来，就会得到认可。”方
亚芬说。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