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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之巅”
探寻贝多芬

指挥大师
帕沃!雅尔维
昨游申城

! ! ! !同根文化，点燃童
心。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
剧院互动剧《变变变》和
儿童剧《司马光》昨前两
天在与厦门一海之隔的
台湾金门岛上演出，由此
拉开了赴台演出的大幕。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孩子
们积极互动，你呼我喊，
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
术剧院此次赴台演出以
“移动剧院”的形式，深
入到台湾的一些校园之
中。这两场演出分别在
金门的金湖小学和金宁
中小学举行。为贴近台
湾儿童，演员们首先集
体登台，主持人小雨以
刚学会的闽南语问候
大家后，孩子们高喊
“小雨姐姐好！”随后，
演员们用闽南语为孩
子们演唱了一首台湾民
谣《天黑黑》。

互动剧《变变变》重
在启发儿童的想象力，
四位演员通过毛巾、头
盔、夹子、海绵等道具，
变成了大象、乌龟、蛇、
章鱼、鸭子等动物和双
截棍、白萝卜、手机、大
水缸等日常用品，让孩
子们感到惊讶而有趣。
孩子们挥舞双手，大声
呼喊，积极互动，其想象
海阔天空。整台演出让
孩子们在笑声中，感受
到了释放大脑、放飞想
象所带来的巨大魅力。

儿童剧《司马光》通

过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
事，不仅告诉孩子们遇到
困难要多动脑筋想办法
的道理，而且传递了见义
勇为、正直善良的正能
量。这台演出让金门的孩
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
所了解。演出结束后，数
以百计的孩子掌声雷动，
还排起了长队，分别与演
员们合影留念。有的孩子
见到扮演司马光的女演
员张玥时，惊喜地叫道：
“我佩服你！我是你的粉
丝！”场面非常感人。

台湾教育文化交流
策进会理事长黄仁莹
说，我们要通过这样的
演出让孩子们看到最优
秀的儿童剧，并告诉孩
子们，两岸都是中国人。
据中福会儿艺剧院院长
蔡金萍介绍，以“同根文
化，点燃童心”为主题的
赴台演出，今年已是第
四年了。这次赴台共演
! 场，还将赴台湾高雄、
嘉义演出。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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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朱光）改编
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金宇澄同
名长篇小说的舞台剧《繁花》，今天
确定将以“分季上演”的方式，于明
年 "月 #!日在美琪大戏院首演。
随后，进入定期常演、长年驻演、国
内巡演、海外商演相结合的演出模
式，让上海故事在扎根本土的同时
走向世界舞台。

该剧邀请各领域优秀文艺青
年骨干投身编创。编剧是还在读研
的温方伊，她的上一部作品是话剧
《蒋公的面子》。导演是马俊丰，团
队内还包括多媒体艺术家雷磊、时
装设计师蒋琼耳的“上下”团队等。

鉴于原著走街串巷的地图式写作
格局和飞花扑蝶般的人物群像，规
划中的这台剧目将不止一部，而是
分成三季的系列剧，尽可能在气息
和结构上与原著保持对称。通过对
原著进行三段式的“拼图”呈现原
作全貌，拼出一张城市全景图，向
上海这座城市致敬。
“嘈嘈切切的弄堂史诗，层层

叠叠的烟火传奇”，这是该剧艺术
总监张翔对该剧的期许。他认为，
弄堂曾经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经纬，
构成了一个网格化交叉共处的生
态，也造就了这座城市市民自成方
圆规矩的契约式生存方式，以及上

海人不显山露水的韧性，这是推动
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恒力。九十多
年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上沅发
起国剧运动，提出中国人用中国的
材料做中国的故事给中国人看。如
今，《繁花》要用上海材料、上海语
言以及新观念新形式，演上海故事
给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所有人看，
“这就是我们做这部剧的初心。”

首轮演出主打青春牌，邀集了
一批 $%、&% 后的上海本土青年演
员担纲阿宝、沪生、小毛、姝华、银
凤、汪小姐、大妹妹、兰兰等主要角
色，马晓伟、张芝华等老戏骨将为
青春班助力。

对小说原著进行三段式"拼图#

话剧《繁花》明年1月首演
! ! ! !《繁花》制片人张翔是第一次
介入话剧制作，用作家金宇澄的
话来说，选择这么一个有难度的
“特别不适合改编成其他艺术形
式的小说”，需要勇气，需要耐心，
更需要对小说持久的热爱。
金宇澄透露：“《繁花》的舞台

剧已酝酿了很长时间，剧本改过
不下十余稿。有许多技术性的问
题很难处理。因此我想重新安排
小说的结构，而不是简单选取小说
中的几块。在时间的线索上，话剧
《繁花》并不完全按照小说来，有时
拉长有时浓缩。”

金宇澄很期待 !"后编剧温
方伊的改编，“这将体现年轻人的
尺度，!"后的立场。比如剧本所
选取的人物———阿宝的客户汪小
姐，这是个 &%后最喜欢的人物，
他们觉得她充满了活力。”

让金宇澄非常吃惊的是，他
原来以为被《繁花》打动的读者基
本都是 #"后，没想到有那么多
$% 后 !" 后也喜欢这本书，“《繁
花》就像一个超市，进入其中的
人，所挑选的东西都不同。对于年
轻人的《繁花》，我乐观其成。”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作家金宇澄谈话剧%繁花&

! 帕沃!雅尔维在"上海之巅#留影 上交 供图

“外眼”看上海

! ! ! !登上这座城市最高的楼，在湛
蓝的天空下，俯瞰上海全貌，用挥
舞指挥棒的手“勾勒”出黄浦江转
弯处那道漂亮的弧线……昨天，率
不来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完全贝多
芬”的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忙中
偷得半日闲，赶个大早来到上海中
心 '"$层观光厅。在他看来，这座
极具融合性的城市就如同贝多芬
《( 小调第九交响曲》中的“合唱”
一般，具有打破一切界限的可能。

谈上海
留下!多变"印象

帕沃·雅尔维不是第一次来
沪，但每次来，演出安排得都很紧
凑，没有时间好好逛一逛上海。即
使是走马观花，上海也给雅尔维留
下了十分深刻的“多变”印象。雅尔
维说：“来中国演出，我去得最多的
是北京和上海。上海十分与众不
同，它融合了传统和现代两种风
格，每次来我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
在成长。”
“完全贝多芬”系列，雅尔维和

不来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一起
演出了 )%年，在东京首演后，到过
圣保罗、萨尔茨堡音乐节、巴黎等
地。这次，“完全贝多芬”是首次来中
国演出。雅尔维说：“从音乐会结束
后观众的反馈中，我感受到一种由
音乐而产生的友情，我们好像与中
国观众一起组成了一个‘贝多芬粉
丝团’。”

让雅尔维选择一首贝多芬的
交响曲来形容上海，他想了想说：
“贝多芬《( 小调第九交响曲》的
‘合唱’中蕴含着打破一切界限的
精神，这很能形容这座城市。它也
带来了更加丰富的信息，人类的
情感是共通的，就像在音乐会上
我所感受到的上海乐迷的热情。
我相信他们了解贝多芬，也了解
贝多芬的音乐。”

作为“游客”，雅尔维可以感觉

到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活力，发展的
速度非常快。为将这份活力与女儿
们分享，雅尔维在纪念品区逗留良
久，最终挑选了两件印有上海之巅
英文字样的黄色 *恤作为礼物。他
笑说：“我有两个女儿，一个 )+岁、
一个 ",岁，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
为她们买纪念 *恤。你们以后要是
看到两个小女孩穿着一模一样的
纪念衫，那她们一定就是我的女
儿。”

谈音乐
回到!贝多芬时代"

此次携“完全贝多芬”来中国
演出，北京站是从“贝一”到“贝九”
顺着演，上海站则从“贝九”到“贝
一”倒着演。很多人好奇这样做的
原因，雅尔维比喻说：“从一到九，
我们如同在一点点搭建贝多芬的
音乐世界，演奏到《第九交响曲》
时，就好像我们现在站在上海中
心———上海最高的地方。倒过来
演，是试着在世界追求更高、更快、
更强的发展跑道上，把自己慢慢缩

小，去寻找最初的源头。这种追根
溯源的演出，可以让我们一起去探
寻那个初始的贝多芬。”

不少资深乐迷发现，雅尔维指
挥棒下的“完全贝多芬”某些段落
节奏特别快，演奏风格也与其他乐
团不一样。对此，雅尔维说：“录音
工业是从二十世纪才开始的，那些
伟大的指挥家们，他们的耳朵当时
已被‘瓦格纳化’了。以至于后来人
们在演奏海顿和贝多芬时，发出的
依旧是‘瓦格纳化’的音响。其实，
贝多芬从来没听过瓦格纳，在他的
乐谱里，有很多很清晰的速度标
记，后来都被忽略了。有人觉得，那
是因为贝多芬聋了，他的节拍器可
能有问题。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贝
多芬的作品演奏得像晚期浪漫派
一样。”故而，雅尔维在乐队编制上
作了调整，“乐队编制、声部摆位，
都按贝多芬当初创作曲子时的要
求。当然还有演奏风格。我们在努
力想象，也通过一些资料重建贝多
芬的音乐逻辑、重回贝多芬创作的
时代。”

本报记者 朱渊
!儿童剧$司马光%深深吸引了孩子们

期待!"后编剧的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