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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周厚江! 半个多世纪

前的情景历历在目# 沧桑变

异$人已白头$忆昔日火爆舞

台$热血胜当初#

" !祺星老爸"%天蟾逸

夫舞台给了我这个 !"后男孩

追求戏曲的勇气和平台$ 在这

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戏曲的神

奇魅力&&期盼你华丽归来#

" !九儿"%我爱天蟾逸

夫舞台$ 向所有演员致敬$也

感谢所有工作人员# 期待再

见$祝福明年更好#

" 任子李# 回国后第一

次看戏就是在'天蟾(看岳美

缇老师的戏#期待'天蟾(焕发

青春$早日回归)

" 晓晔# 儿时跟着老人

家听经典咿咿呀呀$成年恋上

京昆乱弹一十六载$兜兜转转

常来逸夫坐坐# 青丝染雪$初

心未忘$ 最爱躲在楼座一隅

观全局$听整戏$看芳华$品人

生#感恩逸夫赋予俺们青春别

样光彩$祈愿逸夫归来$风姿

绰约$屹立千秋#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责任编辑/张坚明
视觉设计/竹建英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13

! ! ! !莫斯科大剧院带来的里姆斯
基!柯萨科夫的经典歌剧《沙皇的
新娘》，开票当天就创下 "小时内售
出 "#$$张票的纪录。上海歌剧院制
作推出的比才歌剧《卡门》及被业内
视为“冷门”的威尔第歌剧《纳布科》，
上演前半个月门票即几近售罄。歌
剧，正在成为继交响、芭蕾之后，上海
舞台的又一古典艺术的热门。

开票一部 !清空"一部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表

示，当下歌剧“开票一部、清空一部”
的现象确实令人惊讶。这阵热潮似
乎是去年 %月上海歌剧院新版《阿
依达》带起的，那场演出因邀得世界
著名华人女高音和慧加盟而分外耀

眼，连续三天的演出场场爆满。而后
就是新年起亮相的歌剧大餐。《卡
门》因知名度高，门票早早售罄。威
尔第歌剧《纳布科》原是“冷门”，谁
料余票也已不多。

歌剧普及 将近十年
从表面上看，歌剧热似乎来得很

突然，但深究原因，张笑丁说：“是十
年歌剧普及讲座的铺垫作用见了成
效，还有就是观众在被‘投喂’了大量
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的古典艺术作品
后，随着欣赏水准的提高，目光自然

转向了综合难度指数更高的歌剧。”
申城歌剧演出的首个高潮出现

在 #$"$世博年，当时上海歌剧院
《西施》《雷雨》《楚霸王》三部民族歌
剧接连上演，德国科隆歌剧院的歌
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持续两轮，每
轮连演四天，为配合演出，上海大剧
院邀请国内外 &位学者开设了 &场
《指环》系列讲座。#'"(年，上海大
剧院推出“艺术课堂”系列讲座，歌
剧作为重点普及的艺术门类。音乐
学家韩斌的《歌剧朝圣进阶》共 "#

讲，通过 #(部歌剧名作帮助观众纵

览歌剧历史、详解歌剧的结构布局、
种类划分、角色担当、重唱合唱、舞
美服装、导演理念等。上海音乐学院
杨燕迪教授在上海大剧院连续三年
开设歌剧主题讲座“歌剧三部曲”，
包括 "%世纪歌剧、西方早期歌剧、
#'世纪歌剧，梳理了歌剧艺术的发
展历史以及极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和
歌剧作品。

剧院剧场 携手!试水"

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看来，
这股申城歌剧热，与剧院、剧场的强

强联手不无关系。上海歌剧院作为
内容产出方，上海大剧院作为平台
方，两者自 #'"&年的《图兰朵》试水
成功后，于 #'"#年起，以每年一部剧
的速度推进，成为实至名归的“黄金
搭档”，形成了口碑效应。今年年初，全
新的《图兰朵》成为舞台爆款，而下月初
将亮相的《纳布科》门票的热卖，也让
他们之间的合作更为亲密无间。
“院团的有效合作有利于形成

风格、树立品牌。”许忠强调。此次大
胆尝试相对冷门的威尔第歌剧《纳
布科》，是因为“我们要更全面也更
多元地给观众带来更多不同的歌剧
作品。”他们还将尝试“拿下”德国歌
剧，因为德国歌剧无论在音乐风格、
演唱方法和表演手法上都与意大利
歌剧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乐队、对演
员来说都是艰巨的考验。

本报记者 朱渊

歌剧在上海“热”起来了
近十年普及初见成效

! ! ! !昨晚，唯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沪
上专业戏曲剧场———天蟾逸夫舞台，
弥漫着依依不舍的气氛。演出前，不
断有观众在二楼“天蟾 #'")谢幕演
出季”的背景板上留言并在板前拍照
留影，大大的背景板上写满了观众对
剧场的祝福；演出结束后，老观众们
拉着剧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挥手
道别，相约一年后再见。从今天起，逸
夫舞台将小别观众，进行为期一年左
右的大修。

谢幕演出热闹
从 #月 #*日开始的“谢幕演出

季”汇集了京剧、昆曲、沪剧、越剧、淮
剧和评弹 +个剧种、&家院团的演出，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十多场演出
的平均上座率高达 %,-以上。昨晚担
纲谢幕演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一台传
统经典折子戏，前一出是被戏迷称为
“大王”的武生名角奚中路的《艳阳
楼》，后一出则是由目前京剧舞台上的
麒派“掌门人”陈少云与来自天津的花
脸名家邓沐玮联手的《打严嵩》。武戏
自然热闹，文戏亦十分欢乐，或许是谢
幕演出的关系，台上的演员格外投入，
台下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两个多小时
的演出，观众看得十分尽兴。

惜别场面动人
也许在上海很难找到一个像天

蟾逸夫舞台这样的剧场，在这里，观
众和剧场的工作人员真正“亲如一
家”。工作人员几乎熟悉每一个老观
众，每次见到都会热情地招呼一声。
而不少老观众也把剧场工作人员当
作自家的孩子，春节时常有老观众
“塞”糖果、零食给工作人员，不接受
还不行。在天蟾逸夫舞台看了十多年
戏的 &'后观众海青歌说：“到天蟾来
看戏，我觉得就像回家一样。”剧场大
修，“家人”不得不小别一年，昨晚的
演出结束后，剧场所有工作人员都登
上舞台与观众告别，与观众接触最多
的票房和礼宾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更是逐一登台，由剧场总经理向观众
一一介绍他们的名字，台下的观众也
热情地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散场
时，不少老观众拉着工作人员一起合
影留念，总经理潘熠文更是成为最热
门的合影者。有些工作人员还临时当
起了摄影师，为观众拍照留念。

停场服务不停
早在推出“谢幕演出季”之初，天

蟾逸夫舞台与上海京剧院方面就表
示，这次剧场大修将“停场不停业”。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京剧院的
演出大部分将“平移”至上海京剧院
周信芳戏剧空间举行。考虑到老观众
的观剧习惯，还有部分演出将转移至
天蟾逸夫舞台周边的专业剧场，如上
海大剧院、人民大舞台、共舞台、黄浦
剧场、上海音乐厅及即将开业的中国
大戏院等。同时，剧场原有的票务系
统依然保留，原有的会员优惠也同样
有效，剧场还将在原址附近设票务代
理点，方便老观众在习惯的地方、以
习惯的方式买到戏票。天蟾逸夫舞台
是戏曲专业剧场，它的微信公号自然
也是上海戏曲演出的最好“导游”，剧
场大修期间，公号的这一性质也不会
改变，除了上海京剧院以及周信芳戏

剧空间的演出之外，京、昆、越、沪、淮
各剧种在上海其他剧场的演出同样
在推送范围内，“导游”将继续为戏迷
服务。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 !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原天

蟾舞台+始建于 #$%&年$建筑

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观众

席分设四层$ 共有座位 '$()

个$成为当时上海新式剧场之

最#'天蟾(取神话月精蟾蜍折

食月中桂枝的典故$含有'压

倒丹桂第一台(的意思#

从 ($$*年改建落成开幕

至今$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作为

以京剧演出为主的专业戏曲

演出场所$见证了梨园文化从

近代走向当代,从历史面向未

来的历程$见证了上海滩如何

旧貌换新颜$也见证了一代代

艺术大家的崛起与传统戏曲

艺术的盛况#

这次修缮是上海天蟾逸

夫舞台继 ($$*年改建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次修缮#

“家人”小别 依依不舍
天蟾逸夫舞台今起开始为期一年的大修

%&'(

剧场之“聚”
! ! ! !还有 )年就将 (+"岁的天蟾逸

夫舞台$要与新老观众小别一年# 虽

然不过一年$却也让人有些不舍# 依

依惜别的$是看惯,看熟了的老戏$恋

恋不舍的$还有见惯了的人和听惯了

的亲切关照%'阿公$当心脚底#阿婆$

外面路滑$慢点走# (

有人说$ 天蟾是活在当下的传

奇# 这份传奇不仅是指它从当年的

'京角儿不进天蟾不成名(到如今'看

戏曲首选天蟾逸夫(- 更是指它在百

年风雨中$默默地观望着这座城市的

变迁$承载着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

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因缘际会走

进天蟾逸夫$在此流泪,欢笑,喝彩$

将最真挚的情感释放在戏里#一代又

一代观众$ 在看戏的过程中被照料,

被呵护,被融入$与剧场的检票员,领

座员相处如家人#

剧场$聚的是人,聚的是心,聚的

是情# 因着这份情$天蟾逸夫就有底

气说%'我们再约一百年) ( 朱渊

观众留言摘录

天蟾逸夫舞台的前世今生

" 观众在背景板上留言 王剑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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