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昨天下午，白玉兰奖艺术家进校园“传承·传
播”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行，上海京剧
院著名京剧老生傅希如用一道道妙趣横生的问答
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京剧普及课，而上海昆剧团著
名闺门旦演员沈昳丽则现场演唱了昆曲《牡丹亭》
懒画眉一折，来自泰国的留学生蔡小彬看完后意犹
未尽：“时间太短了，真希望能再多看几段表演！”

如果为明星选行当，胡歌、秦岚的形象适合什
么行当？台下坐着的学生中有七成都是留学生，大家
齐声答道：小生和青衣！提出这个问题前，傅希如已
经详细为大家讲解过各个行当的特色，小生英俊潇
洒，青衣大气沉稳，花旦天真烂漫，小花脸插科打诨，
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活学活用自然毫不费力。
除了知识普及，上海京剧院青年武生演员郝

帅、郝杰现场表演了一段《三岔口》（见上图），上海
京剧院尚派青衣王维佳表演了一段《贵妃醉酒》。
来自捷克的留学生博雅曾在北京居住过，对京剧
并不陌生，她一边看一边对同伴说：“你们知道吗？
为了 !"分钟的表演，这位女演员要花几个小时化
妆！”邻座几位金发碧眼的同学瞪大了双眼，竖起
了钦佩的大拇指。

观看演出时，科学会堂里的掌声不断，但相比
剧场的热烈气氛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沈昳丽请之前
看过昆曲的同学举手，现场三百多名学生只有极少
数举起了手。傅希如适时科普，看戏与听音乐会不
同，只是鼓掌还不够，看到精彩处还要会叫好，但看

戏与听音乐会也有相似之处，鼓掌和
叫好的节点很重要，对于戏曲来说，
一组动作结束或者一个篇章结束就
可以叫好。同学们立马心领神会，当

沈昳丽唱起懒画眉，叫好声一次比一次响亮。
活动结束后，傅希如和沈昳丽这两位角儿马

上被各国学生们团团包围住拍照合影，一直到傅
希如走出科学会堂，还有害羞的迷妹追上前去求
合影。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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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潘冬子”浪漫
红星“照万代”激情

! ! ! !火红的映山红里是母亲微笑的鼓励，闪闪的
红星里有着父亲殷切的期望，那些成长的回忆在
“潘冬子”的行军路上不断闪回，那片耀眼的红照
亮了前行的路，也温暖呵护着稚嫩心里日渐坚定
的信念。昨晚，伴着那首耳熟能详的《红星歌》，上
海芭蕾舞团原创舞剧《闪闪的红星》在长达 #分
钟的掌声中谢幕。

小观众们在歌声中打着节拍鼓掌，老观众则
热泪盈眶，有八零后观众表示：“没想到从小看到
大的《闪闪的红星》能这样被搬上芭蕾舞台，超乎
想象，这舞剧里有战士刚强的意志，也有一份化不
开的柔情，让人读懂什么叫做‘软肋亦是铠甲’。”

舞剧《闪闪的红星》有别于电影，编舞赵明尝
试以成年潘冬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舞台上，随处
可见蒙太奇式的分切与组接，行军路上的记忆
“闪回”构成了舞剧的特殊表达，时空交错中大小
“潘冬子”的“对话”丰满了人物的情感，以及给出
了最终成长为战士的动因。

每次行军犹如一种变奏，有时是急行军，有
时匍匐前行，“潘冬子”的每一次回望都是对家深
深的眷恋，那回望中有母亲温柔的抚摸、有父亲
“举高高”的慈爱，最感人的“抢背包”一幕是在父
亲即将参军时，临行前，潘冬子紧紧抱着他的背
包不让他走，几番争抢，父亲自怀中拿出一枚红
五星，而这枚红五星最终印刻在帽沿上，也印刻
在潘冬子的额间心上。

如何在红色经典中注入当代精神，将红色激
情结合芭蕾的浪漫，是《闪闪的红星》搬上芭蕾舞台
的一个难题。剧中，群舞“映山红”和幻化成人形的
“红五星”，为这个难题找到突破口，当精疲力竭的
“潘冬子”倒在行军路上，是那火红的映山红“唤醒”
了他的意志；当疲惫不堪的“潘冬子”深陷暖暖的记
忆，是“红五星”坚定了他的信念。

鼓舞人心的，除了那些刚柔并济的舞段，还
有经典的乐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
战斗》……音乐的前奏响起，观众便被不自觉地
带入剧情，而留住他们心的却是演员一举一动都
在人物中的投入表演。
《闪闪的红星》阵容庞大，上海芭蕾舞团几乎

全体出动，包括吴虎生、范晓枫、张文君、戚冰雪在
内共 $%个演员参与演出。无论是从“王子”变身为
“战士”的吴虎生，或是将万千柔情融于舞姿的范
晓枫，还有在“潘冬子”心中永远熠熠生辉的“红五
星”戚冰雪，都让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成长变得顺
理成章。诚如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所期盼的
那样：“舞剧是革命精神的传承，是红色情怀的延
续，我们相信，闪闪的红星，可以穿越时代；我们相
信，那一点火光，可以燎原。”本报记者 朱渊

上芭原创舞剧《闪闪的红星》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