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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吴翔）昨晚由中美合作，大
型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补天》在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举行了首演。
《补天》故事讲述的是“女娲补天”这个中国

最古老的神话之一。女娲“抟黄土作人”，是汉民
族传说中人类的创造者。女娲的另一功业便是
“炼五色石以补天”。古籍上说，水神共工与火神
祝融“争为帝”，“不胜而怒”，一头撞断了撑天的
柱子不周山，结果天塌地陷。最后，女娲出手补
天，拯救了这个世界。清唱剧通过补天的故事，
歌颂了仁厚、善良、勤劳、刚毅、忠诚的民族美
德，也包含了对讲“天理”，行“天道”的传统伦理
学的反思。

昨天的指挥是美籍华裔指挥家张锐，清唱
剧由过客作词，著名旅加华裔作曲家黄安伦谱
曲。值得一提的是，过客先生是硅谷资深科学
家，他在过去十年中创作了合唱组曲《海外游子
吟》、清唱剧《禹王治水》《大风歌》的歌词，《补
天》是他的第四次创作。华裔作曲家黄安伦以他
飞来的神笔，超越性的创作风格，使作品立体构
建丰美的合唱大厦，更尽情挥洒，以雄浑、绚丽
的交响音乐语言，把女娲补天的神话色彩展现
到极致。

昨晚的舞台上云集了 !!"位中美艺术家、
合唱团员同台献艺，气势磅礴，精彩无限，是中
美文化合作交流的盛典。

构建丰美的合唱大厦
大型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补天"昨晚上海首演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昨晚在大宁剧院
首演的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
剧目意大利热那亚卡洛·费利切歌剧院的
原版全景歌剧《托斯卡》，呈现了西方古典
艺术最高峰———歌剧，在意大利发源时的
精美绝伦。
意大利歌剧之所以在世界歌剧史上占

据重要地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歌剧，是
在 #$%"年左右诞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此
番在沪首演的普契尼代表作《托斯卡》，正
是意大利歌剧的经典。大幕拉开，只见恢弘
巨柱被雕饰上繁复的花纹，天幕上的城墙
也是巴洛克风格。圣母玛利亚的油画矗立
一侧，画家正在教堂里潜心画画……有着
&'(年历史底蕴的意大利热那亚卡洛·费
利切歌剧院，与新斯卡拉蒂交响乐团、意大
利西西里合唱团，则代表着意大利歌剧的
“正宗”乐音，无论是器乐和人声，均高度和
谐、优美、动人。舞台上，以男中音演绎配角
警察局长，不仅气场逼人且声线极其具有
戏剧性。男女主角画家及其爱人托斯卡，则

以男高音与女高音的完美匹配，荡气回肠
地演绎了爱情悲剧。
《托斯卡》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

有原型，发生在 #)%%年战乱时期的罗马，
但是普契尼是于 #'%%年完成谱曲的，中间
#%%年的时间大部分是战乱。这部爱情悲
剧十分真实，尤其能对应当时那个年代。意
大利热那亚卡洛·费利切歌剧院总监兼交
响乐团指挥朱塞佩·阿夸维瓦表示：“这部
普契尼的作品非常细腻地描绘了意大利
人，它不像《图兰朵》讲述的就是个东方故
事，也不像其他的许多英雄故事，将主角神
话或者是拟写人。《托斯卡》就是一个现实
主义题材。”

此次扮演托斯卡的女主角拉法艾拉·
安吉丽缇曾主演 !%%'年于鸟巢上演的张
艺谋导演版本《图兰朵》，她惊讶于中国观
众里有许多年轻的面孔———在意大利，歌
剧观众多为老人，就好似中国的戏曲。但
是，歌剧与戏曲一样，都是东西方传统文化
的经典，甚至源头。

剧较为清晰的认识。
李军是 #'''年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

员研究生班的毕业生。在回答学生问题时，李
军透露：“我所知道的京剧历史、专业理论还有
音乐常识，很多都是在研究生班才学到的。我
很感激教我的老师们，因为唱戏不能只会唱，不
能单纯做一个‘匠人’，必须要深入到作品背后
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那些是更加宝贵的财
富。掌握这些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传承者、创新
者。”如今走进大学校园，李军成为了他口中戏
曲文化的传承者。
这次讲座活动，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最终

*"位幸运儿获得了听讲的机会。在大学校园
里，传统艺术已经拥有一大批年轻、充满活力的
爱好者。

但李军受聘为上师大教授，影响不会止步
于大学校园。上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施忠介绍：
“上师大音乐系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都会成为中
学的音乐教师，肩负起培养新一代艺术人才的
责任。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学的教材中加
入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元素，但目前上师大音
乐学院还没有开设戏曲类的课程。遇到戏曲教
学的工作，他们只能自己临时自学补课。这一
次邀请李军老师成为兼职教授，就是希望能填
补这个空缺。”李军的这一堂京剧普及课，不
只是讲给当场的学生，更是讲给下一代京剧传
承者。 本报记者 吴旭颖

! ! ! !唱念做打、西皮二黄，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的小音乐厅里不时传来的一两句韵味十足的
京剧唱句。上海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李军日前被
聘任为上师大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第一堂课，
他为同学们仔细地讲了讲“京剧那点事”。

作为表演者，李军是国家一级演员，获得过
中国京剧“梅兰芳”金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影响
力最广的中青年老生演员之一。舞台上从容自信
的他站在讲台上却十分谦虚：“我说的不如唱的
好。”
“唱得更好”的李老师把自己最擅长的表演

融入了讲座之中，收获了意外的效果。讲到昆
曲、京剧在吹腔体和板腔体上的不同，他张口便
来了段咿咿呀呀、柔情似水的昆曲以彰显区别。
唱句之间的过门他也口念“哒哒哒”给自己配了
音，千锤百炼的唱功瞬间便迷住了台下的同学。
讲到生旦净末丑的行当，他有备而来，掏出把纸
扇为大家演示：旦角扇扇子秀气地遮着嘴；生角
抬头挺胸，文雅地把扇子置于胸前；大花脸霸气
十足在腰侧大幅度地摆动折扇；小花脸则有些
俏皮地对着屁股扇……同一个动作，截然不同
的身段，一下子就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每个行当
的特征。一场讲座，被李军演绎成了一场生动的
京剧串烧。同学们惊讶于戏曲的门道之深，拜服
于京剧的腔调之美，时不时化身成为李老师的
“迷妹迷弟”，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敬意。轻松有趣
的两小时讲座后，同学们脑中也建立起了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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