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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辞旧迎新之际，欧美古典乐团“霸台”的
现象有所改变，本地院团、上海制作今年成
为舞台大热门。日前在大剧院上演的上芭出
品的《胡桃夹子》，早在 !个月前门票即告售
罄；本市首创“新年音乐会”品牌的上海交响
乐团，则放眼全球，以海外名家与上交“组
团”的制作模式引得观众趋之若鹜……观赏
上海舞台艺术的精品力作和充满中国元素
的表演节目，正在成为观众逢年过节娱乐的
首选。

本地院团出精品
上海大剧院“新年贺岁档”以 "#日、"$

日连演两晚的《胡桃夹子》揭幕。令人略微意
外的是，这台《胡桃夹子》并非俄罗斯、欧洲
等海外芭蕾舞团的“熟面孔”，而是由上海芭
蕾舞团出品的。
贺岁档是舞台演出的“黄金档”，历来竞

争激烈。多年来，已形成了海外芭蕾舞团、交
响乐团占据上海舞台的“习俗”。今年，大剧
院与上芭以“自主策划”取代以往的“场地出
租”模式，联合制作了《胡桃夹子》。该剧之所
以热卖有两大原因：一是多年来上海观众已
养成了迎新年就看《胡桃夹子》的习惯；二是
上芭近年来推出了不少佳作，让观众对“上
芭出品”颇具信心。事实上，上芭邀请英国国
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导演的这
一版本，确实唯美，下半场的舞台布景几乎
就是一个巨大的粉色冰淇淋蛋糕，而吴虎生
与戚冰雪的双人舞又堪称经典。

由上海音乐厅和话剧中心联手制作的
音乐剧《繁华尽落的青春》最先开启“贺岁
档”，该剧展现了年轻人在都市的奋斗史，赢
得了不少新上海人的共鸣。第三届中国歌剧
节唯一入选的经典巨制、上海歌剧院的歌剧
《阿依达》还将在宜兴保利大剧院演出……
该剧今年 %月在沪首演后，一路巡演香港、
苏州、福州，赢得了好口碑。

中国元素成热点
过新年，看大戏，历来是传统习俗。因

而，戏曲也是贺岁档的主流。今天，根据真实
故事改编的中国评剧院大型原创评剧《母
亲》将亮相东艺。上海大剧院则邀请了越剧
院和上昆。目前，越剧院已排定初三、初四上
演两场殿堂版《红楼梦》。届时，“老艺术家、
中生代明星、优秀青年演员———第十代新
秀”齐登场。上昆则将从正月初八起，带来
“霓裳雅韵·兰庭芳菲———上海昆剧团建团
四十周年”系列演出。

原创话剧也风生水起。京味十足的话剧
《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
演，将于明年 !月 "&日至 '!日在大剧院连
演 #场。!月 "(日、"!日，由北京的一群戏曲
演员主演的话剧《广陵散》，将在东艺舞台上
抒浩然之正气，发思古之幽情。东艺还将上演
十分契合辞旧迎新主题的话剧《守岁》，该剧
由影视明星江珊主演，将向观众传达“家的感
动，家的温暖”。

全球名家来演出
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始于 !%'%年的维

也纳。而近年来，上海也逐渐形成本地制作、海外大师与本地乐团相结
合的各大新年音乐会品牌。从 "((%年起，上海交响乐团开始举办“上海
新年音乐会”)世界著名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达尼埃莱·加蒂、帕沃·
雅尔维等，都曾登上过上海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今年 !"月 '!日，从
维也纳爱乐乐团走出来的指挥家曼弗雷德·霍内克将接过指挥棒，与实
力派女中音朱慧玲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共庆新年) 霍内克将带来他最
熟悉的圆舞曲和波尔卡。
对上海舞台贺岁档的信任、对上海制作团队的肯定，使不少海外音

乐名家都乐于与上海团队合作，带来中西合璧的舞台精品。歌剧院《阿
依达》的导演是蒙特卡罗歌剧院艺术总监让*路易·格兰达，舞美设计
之一是妮科拉·舒米特。歌剧院院长许忠表示：“近年来频繁地与全球音
乐大师合作，确实使我们的整体艺术水平明显提升，同时也让国际舞台
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并让我们在与艺术大师的交往中愈发自信。”明年，
歌剧院将作为第一个受邀的中国艺术团体出访爱沙尼亚萨雷玛歌剧
节+"(!%年还将举行为期两个月的美国巡演。
上海大剧院自主策划的新年音乐会，邀约美国克利夫兰乐团音乐

总监弗朗兹·维尔瑟,莫斯特前来担任指挥歌剧院交响乐团的班底。!"

月 '!日，音乐厅则依然邀约奥地利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乐团在 !%-'(

和 ""-'(连演两台新年音乐会，伴随观众跨年、起舞。 首席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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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乌兰牧骑”驰骋商圈
2017年平均每天举办2场演出

! ! ! !今年上海大剧院新年音乐会，
将迎来当今世界最具号召力的音
乐家之一、奥地利指挥家弗朗兹·
威尔瑟,莫斯特。!" 月 '( 日、'!
日，莫斯特将执棒上海歌剧院交
响乐团、合唱团献演“维也纳之
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两场
音乐会。

莫斯特的指挥风格不仅具有
德国式的严谨，更有奥地利式的华
丽与平和。

莫斯特是个性格和气质都十
分独特的指挥，他不爱按常理出
牌。即便在维也纳“烹制”新年音乐
会时，他也会挑选鲜少露脸却耐听
的曲目。莫斯特的选曲标准是，避

免让听众抱怨“天啊！又是一样的
东西！”所以，他登上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舞台时，几乎绕开了所有“主
流”曲目，呈现的 .首曲目从未在
新年音乐会中奏响过。
此次，“维也纳之夜”风格轻松

明快、斑斓多彩，圆舞曲、进行曲、
轻歌剧序曲、波尔卡等应有尽有。
整套曲目 .个作品均由莫斯特亲
自挑选，无论是舒伯特的《/大调
第三交响曲》，还是小约翰·施特劳
斯的《来自山中圆舞曲》、歌剧《帕
茨曼骑士》中的“查尔达斯舞曲”。
按惯例，“贝九”是上海大剧院

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本报记者 朱渊

莫斯特：迎新礼不按常理

! ! ! !任何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艺术都不会也不可能
仅仅被“圈”在音乐厅或是展览馆，上海亦不例外。自
“"(!.年上海艺术商圈”启动以来，不论是黄浦区的香
港广场、长宁区的高岛屋，还是浦东新区的世博源、上
海中心，随处可见艺术的“身影”。昨晚，“"(!.年上海
艺术商圈”文商联动项目在上海香港广场举行闭幕式，
来自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乐团为市民们奉上了一场视听
交响音乐会。
“"(!.年上海艺术商圈”项目自 #月 & 日启动以

来，已在静安、黄浦、长宁、虹口、杨浦、闵行、浦东 .个
中心城区的 "0个商圈完成 $'0场活动，参与人次近
"$万，平均每天举办 "场，覆盖全部节假日。在激活城
市艺术空间、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同时，切实提高了城市
人的幸福指数。

激活城市艺术空间
对标本市全力打响的上海服务、制造、购物、文化

四大品牌，兜个马路就能听闻鼓点皮黄、铿锵京韵，买
件衣服转角遇见书法绘画、装置艺术，这样的一站式体
验早已不是新鲜事。昨晚，在香港广场陪着妈妈站着听
音乐会的赵小姐告诉记者：“我们家住天山，附近的商

场内也常有艺术表演或文化展览。我觉得商场音乐会
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人能自然松弛地投入，没有非要听
完或正襟危坐的局限。像我们这样站着听一会，累了就
走，惬意又随意。”
据反馈，引入艺术流的商场，消费者停留时间更

长，周末、节假日和主题活动举办期间，客流量、销售额
同比去年上涨 '成左右。

激发城市艺术活力
上海不仅本土文艺力量强大，国外艺术家亦来往

频繁。“艺术商圈”依托丰厚的城市文化资源优势，所选
艺术项目涵盖演艺、展览、普及、艺教、非遗等领域，今
年的 $'0场活动中，音乐舞蹈类演出占 $&1，戏剧类演
出占 %1，亲子互动类占 '(1，展览讲座类占 '1。其中，
既有琴童们喜欢的钢琴、小提琴、打击乐、民乐等乐器
展示节目，也有上海本土非遗项目和来自各地的国家
级、世界级非遗节目表演。参与表演和展示的，&(1是
国家和民营文艺院团以及艺术院校、美术馆等的专业
工作者，"(1是来自国外文艺团体的演员。
“艺术商圈”的打造和推广不但激活了城市艺术空

间，也切实提升了都市人的幸福指数。“橱窗秀”现场，
就有带孩子来商场买画板的刘先生感叹：“以前去巴黎
出差，最羡慕的就是街头巷尾都能感受艺术气息，当时
就像巴黎的小孩，从出生就能置身无处不在的艺术流
中。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有这种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了。”

如果说即将落幕的“"(!.年上海艺术商圈”活动
是 !2(版的话，那么，"(!&年“艺术商圈”项目，就将开
启 "2(版了。
未来，“艺术商圈”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特色，形成上

海都市文化优势，做到“一圈一特色”。新天地、淮海路
等一大会址周边商圈，将开展更多具有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特点的演展活动。而世博源商圈则将变
成江南丝竹演艺场。此外，更多艺术普及讲座也将陆续
举办，“艺术商圈”将成为大众的“艺术课堂”。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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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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