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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部歌剧，在两个国家的艺术
节先后“走红”，再一次证明跨地域
的艺术合作，是当今艺术发展的有
效推力。在上海，国际合作打造歌
剧的传统由来已久。拥有不同文化
背景的艺术团队，以共同制作的作
品，面对不同国家的观众，产生的
是多元的文化效应。

全新版本 令人吃惊
《波希米亚人》的创意，来自

于萨尔茨堡艺术节邀请的各国艺
术家。已有 !"年悠久历史的这个
艺术节，今年居然是第一次上演
这部普契尼经典歌剧，连艺术总
监佩雷拉也感到不可思议。不过，
他们制作的首个版本，也让所有
的观众都大吃一惊，因为“现实版”
舞美营造的舞台场景，把十九世纪
一批波希米亚知识分子的情感纠
结发生地，穿越到了观众熟悉的当
今巴黎拉丁区。在上海企业家陈先
生的资助下，意大利舞美师保罗·
方丁设计的图纸，经上海工匠们的
连日施工，制成了舞美场景后再运
到萨尔茨堡。而且，经过这位企业
家的牵线搭桥，上海大剧院获得了
参与合作的机会，并把这个版本推
荐给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又
派生了中奥两大艺术节的第一次
合作。为此，萨尔茨堡艺术节在首
演这部歌剧时，剧院广场上挂起
了中国五星红旗。

本土班底 水准不俗
围绕《波希米亚人》的真正合

作，是制作昨晚起亮相艺术节的
“上海版”。虽然是同一套舞美，但
该剧在萨尔茨堡演出时，由大名鼎
鼎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和合
唱团组成表演班底，当今著名的实
力派俄裔女高音安娜·涅特瑞布科
领衔主演，意大利著名指挥家达尼

埃勒·盖蒂执棒。毫无疑问，名团名
家决定了这部名剧的成功。由于演
员档期的关系，原主演阵容均无法
来到上海，庞大的乐队和合唱团阵
容如整体移师申城，开销实在太
大。因此，除了 #$箱舞美道具运回
上海之外，上海歌剧院替代了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乐团和合唱团。萨尔
茨堡艺术节则派出了另一批导演、
指挥和主演加盟“上海版”的制作。
这样的中外合作，进一步提升了本
来在国内颇具实力的上海歌剧院
表演水准。从昨晚的演出发挥看，
经过富有经验的指挥家丹尼尔·奥
伦的调教，无论是乐队演奏还是合
唱表演，他们都在接近“萨尔茨堡
版”的水平。

联合制作 已成传统
中外合作制作歌剧，在上海早

已形成传统。早在上世纪 %&年代，
原上海工部局乐团与欧洲导演、歌

唱家就联合在兰心大戏院推出了
《风流寡妇》。从上世纪 !&年代以
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与
法国巴士底歌剧院、巴黎喜歌剧院
等联合制作上演了《罗密欧与朱丽
叶》《卡门》。后来，上海大剧院也加
入了联合制作歌剧的队伍，在社会
人士的帮助下，先后与意大利佛罗
伦萨歌剧院、德国莱茵歌剧院、英
国皇家花园歌剧院等合作，陆续制
作了《阿依达》《浮士德》《漂泊的荷
兰人》《乡村骑士》《茶花女》等一批
经典歌剧；上海歌剧院也与美国弗
吉尼亚歌剧院合作《奥塞罗》，与日
内瓦歌剧院共同打造《赌命》等剧
目，由此在上海逐渐形成“筑巢引
凤”的联合制作模式。这些制作，中
方均享有永久版权，因此，也为上
海积累了一批歌剧剧目。

中外搭台 造就人才
汤沐海、余隆、廖昌永、莫华

伦、和慧、张立萍、魏松、张建一、田
浩江、杨小勇……，这些如今的著
名指挥家、歌唱家，都曾在上海参
加了联合制作的演出，有的甚至出
演了“处女作”。前年获得意大利首
届歌剧“奥斯卡奖”的和慧，#!!$年
!月在上海大剧院首部歌剧《阿依
达》中第一次担任主演，为她之后
闯荡欧洲舞台打下了基础；张立萍
于 #!!!年 #"月临时救场，在首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上成
功主演《茶花女》后，被合作方英国
皇家花园歌剧院邀请到了伦敦参
加“千禧年歌剧盛典”，从默默无闻
的演员成了众多欧美歌剧院青睐
的中国歌唱家。这次的“上海版”
《波希米亚人》延续了以往的传统，
今晚将由薛皓垠、黄玮、熊郁菲等
一批中国演员担任主演。在中外艺
术机构人士的注视下，他们如有出
色的表现，同样也可能从上海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

多方联手 世界潮流
事实上，联手制作歌剧的合作

模式，在世界上的剧院、艺术节之
间，早已成为潮流。记者去年在西
班牙地中海艺术节上观看祖宾·梅
塔指挥的《托斯卡》，就由地中海沿
岸 '家歌剧院和艺术节联合出资
制作。今年的萨尔茨堡艺术节共上
演 (部歌剧，参与合作的剧院有维
也纳国家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
院，以及西班牙、德国的几个艺术
节。联合制作采用共同集资投入、
划分地域共享版权、共同承担风险
和分享成功的基本合作模式。因
此，《波希米亚人》在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演出，也反映了国际演艺
潮流和动向，对本市和国内制作优
秀的舞台剧目，无疑也将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

资深记者 杨建国

国际合作产生多元文化效应
———从《波希米亚人》谈上海歌剧联合制作模式

两个多月
前，《波希米亚
人》在萨尔茨
堡艺术节连演
7场的盛况犹
在眼前，昨晚，
这个版本又在
上海大剧院掀
起了第十四届
中国上海艺术
节的第一波观
赏热潮。

! ! ! !昨天，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天天演”开幕式在南京路
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

来自美国芝加哥“开心人”民
族舞蹈团、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乌
拉尔舞蹈团、新西兰特宝舞蹈团、
奥地利击鞋民间舞蹈团和国内安
徽省花鼓灯立彩淮南艺术团、云南
省澜沧江市水电舞蹈团等中外艺
术家，为现场千余名观众表演了富
有浓重地域风格的民间舞蹈，展现
了各地风情，不时引来满场喝彩。

图为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乌

拉尔舞蹈团在表演欢快的舞蹈!喀

秋莎"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演"昨开幕

! ! ! !本报讯（记者杨
建国）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演
出交易会，今天上午
在浦西洲际酒店揭
幕。来自国内外的
"&& 余家演艺机构
扮演买方卖方“设柜
摆摊”，现场“选样看
货”的人流摩肩接
踵，交易气氛十分热
烈。文化部副部长王
仲伟出席了交易会
开幕活动。

经过十三年的
成功运作，艺术节交
易会已成为国际演
艺界进入中国演出
市场的窗口，也被公
认为是国内演艺同
行走向世界的码头。
本届交易会经过努
力筹备，进一步加大
了国外买家的比例，
共邀请了 )&多家国
外主流艺术节与剧
院参加。奥地利萨尔
茨堡艺术节、爱尔兰
都柏林戏剧节、芬兰
赫尔辛基艺术节、比
利时弗兰德斯音乐
节、英国伦敦南岸艺
术中心以及欧美的
主要演艺经纪公司，
都已派出代表前来
选看节目。

在三天的交易
会期间，"&多台国内原创节目分布
于全市各个剧场陆续进行推介演
出，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在内
的 !&多家演艺机构，组成了展示中
华文化最新创意成果的庞大阵容，
纷呈的作品影像和多彩的节目海
报，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也引起了许
多与会外国代表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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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日前，由
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创意
天下》栏目与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共同举办的“"&#"一分钟影像大赛”
各类奖项在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揭
晓，本届大赛也成功落幕。
本届大赛收到 $&&多部参赛作

品，#%&多部来自海外，颁奖仪式及
获奖作品展示将在 ## 月 ' 日、##
月 #% 日晚 "%*"& 分在艺术人文频
道《创意天下》播出。

!一分钟影像大赛"

揭晓奖项后落幕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继去
年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在沪成
功举办，全国青年导演艺术家研修
班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开班。与此
同时，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与上海戏
剧学院合作共建、旨在探索当代戏
剧创作优秀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和
长效机制的“全国戏剧创作高端人
才研修中心”昨天也在沪正式授牌
成立。

据介绍，导演研修班结业后，
班上的 %&位年轻导演都将被上海
市剧本创作中心聘为“特约导演”。

!青导班"昨在沪开班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昨天
是著名音乐家朱践耳 !& 周岁生
日，上海交响乐团在东方艺术中
心举行他的作品音乐会。参加演
出的旅美琵琶演奏家杨惟一到剧
场，就展开了一幅他父亲创作的
国画，作为生日礼物赠献给朱践
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音协和
上交等近日也派代表探望朱践
耳，并向他送上了生日的祝福。

这台音乐会上演的是朱践耳
创作的室内乐和声乐作品，其中，
独唱作品三首《春，你几时归？》
《孤独》《梦》，以及为弦乐四重奏

而作的《弦乐三折》，大提琴与双
簧管独奏《牧羊人》《春天的歌》
等，都是第一次面世。他对记者
说：“这次演出的作品里，有几首
曲子是我刚开始学习音乐时写
的。那时热情很高，写了很多，但
是现在看来很稚嫩。”

朱践耳的十多部交响乐、管
弦乐作品，已经全部由上海交响
乐团录制成《朱践耳交响曲集》出
版。近年来，朱践耳先生虽然年事
已高，却为自己立下了“为迷律吕
不停笔，谢却功利勤耕耘，国事艺
业无极终，人生乐趣在献身”的律

条，精心修改历年来积累的作品。
他的室内乐、声乐作品的录制出
版，也被上海交响乐团列入了音
乐季的日程之中。

为迷律吕不停笔 谢却功利勤耕耘
朱践耳九旬生日上交演出作品音乐会

! 杨惟向朱践耳!右"赠画 图 +,

!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正当国内盛行
引进欧美悬疑剧之际，
阿加莎《捕鼠器》（中文
版）成为首部“进口转
外销”的剧目。由现代
人剧社出品的该剧将
从 "%日起前往英国伦
敦圣马丁剧院，在这个
上演了 '&周年英语版
《捕鼠器》的剧场推出
中文版。这也是首个
外国剧院在原版发源
地登台。

在上海演出的众
多外国剧目中，话剧
《捕鼠器》也创下了多
个第一，迄今外国剧
目中演出场次最多
（超过 )&& 场）、连续
演 出 时 间 最 长（%#
年）、首次由一家民营
剧团现代人剧社邀请
原版《捕鼠器》来中国
演出、上海民营话剧
团首次赴伦敦演出话
剧等等。

现代人剧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
签约演员演出该剧，$个演员中有 )

个硕士研究生，优秀青年演员章涛、
蒋依依、董逸等已在现代人剧社的
话剧演出中挑起了大梁。现代人剧
社制作人张余表示，将学习以往上
海外国剧目演剧风格经验，吸收欧
美演剧体系的成果，从而形成自身
的剧院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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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希米亚人"剧照 记者 郭新洋 摄

!演出交易会现场 记者郭新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