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时值
!"周年庆典的华江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日前在沪举办了一场“内生
力———城建·人居·艺术”研讨会，
邀各路艺术家与学者就城建与人
居、地产与艺术如何更好地结合进
行研讨。
地产文化研究者金雨时指出，

一大批仿古建筑，尤其是仿欧美古
建筑正在城市蔓延。但我们其实不

懂#真正的古董和废墟不仅是历史
的载体，也是历史本身，越模仿就
越是淹没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陶艺
家封伟民表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艺术，是其他城市模仿
不了的。对上海而言，应该进一步
展示自身文化，吸收更多国际化元
素，增添文化之城的魅力。嘉定区
副区长庄木弟指出，要打造文化之
城，首先要树立起一个理念，即城
市建设不仅要满足人们居住需求，
更应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其
次在方法上，应将多种艺术形式运
用于城市建设中。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悦
读悦生活”读书系列活动闭幕式暨
“读书达人、听书达人、借阅达人”
颁奖会日前在明复图书馆举行。
“悦读悦生活”读书系列活动自启
动以来，开展“读书达人、听书达
人、借阅达人”评选，“品味石库门”

文化系列活动、青少年阅读推广和
人文教育活动，使读者在读书中收
获生活感悟、增长智慧、启迪心灵。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由仲星火主演的喜剧
电影《今天我休息》塑造了一位助
人为乐的民警马天民的形象，昨
天，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联合上海市
公安局治安总队创作的大型滑稽
戏《今天他休息》宣布开排。

滑稽戏《今天他休息》特邀著名
剧作家赵化南编剧，话剧《于无声
处》的导演苏乐慈执导。人民滑稽剧
团为该剧排出最强阵容，王汝刚、李
九松、毛猛达、沈荣海、张小玲等一
批笑星和钱懿、陈靓、曹雄、潘前卫
等优秀青年演员将悉数上场。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上海大
剧院的舞台上，满满当当坐着 !"%

位演奏员，都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
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昨晚，指挥家
阎惠昌带领着这支朝气蓬勃的民族
管弦乐团，上演了一台喜庆又不失
典雅的新年音乐会。

年轻的上音研究生张倩渊吹起
唢呐曲《一枝花》时，跌宕婉转的乐
声散发神采飞扬的豪气；王建民教
授创作的民族管弦乐《踏歌》，在优
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丰富多彩的民间
素材，乐队衬托的竹笛“对话”尤显
生动；叶国辉教授创作的《听江南》，

用多情的评弹贯串乐曲始终，营造
的水乡旖旎情境美不胜收。方琼教
授唱起上海老歌《五月的风》《诉衷
情》。指挥家阎惠昌还当场指导听众
随着乐曲挥动拨浪鼓，在演奏《黄河
畅想》时，全场听众人人挥起拨浪鼓，
鼓声与乐声相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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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在举行的上海新年演出季，近来出现
不少新热点：初次“轧闹猛”的音乐剧反响强
烈，《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文化广场开演后票
房一路走高，$"场演出独占全市票房榜首已
成定局；交响乐大战圆舞曲的竞争刚刚开
始，各家剧院已传出消息，大宁剧院的俄罗
斯国交、布拉格爱乐，东方艺术中心的中国
爱乐# 上海大剧院的上交等新年音乐会都大
受欢迎，不少场次已告爆满。比起音乐演出
的热闹，同样是历年迎新辞旧重要组成部分
的舞蹈，却难改《天鹅湖》《胡桃夹子》“唱主
角”的传统格局。

求多元 破常规
今年的舞蹈演出，其实内容相当丰富，

尤其因国内外现代舞团络绎访沪，尽管票房

起伏较大，但气氛却逐趋活跃。不过从 !$月
下旬起进入新年演出季，“天鹅南飞”的旧习
又重现。《胡桃夹子》在上海大剧院的 &场演
出虽然反响不错，剧场人士却觉得老是重复
缺乏活力，因此明确表示：“明年考虑换戏。”
元旦前后，有 &支来自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在
东艺连续上演 '场《天鹅湖》，再加上下月文
化广场还有 (场，所以，虽有人“看不厌《天鹅
湖》”，但由于票房普遍不如往年，也有剧场人
员对记者说：“《天鹅湖》的水有异味了。”当
然，无论是剧场还是舞团，都意识到了迈向国
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舞台节目应更加多元
活跃，所以，上海大剧院打破常规，仅隔一个
月就再次请回上芭的《简·爱》。上海歌舞团调
头更快，正在赶排新剧《一起跳舞吧》，还首次
以“贺岁舞剧”的名义，试图给“陈旧”感十足

的新年舞蹈市场增添几许新意。

换舞步 学“国标”
《简·爱》在艺术节期间的首演，反响十分

热烈，只因档期早已排定，无法趁热加场。但
是，此次请回来再演，正逢上海大剧院即将大
修难以腾出场次，只能加演一场，显然难以撼
动传统格局。但是，《一起跳舞吧》来势显得很
猛，上海歌舞团已公布了从 !月 !!日至 !'

日在人民大舞台连演 '场的日程。记者近日
走访该团，只见排练厅里热火朝天，演员居然
都在大跳“蓬嚓嚓”。原来，这部舞剧把视角转
向城市职场人的生活，以约半场的“篇幅”，通
过谐趣横生的“舞林大赛”展开故事情节，跳
惯了民族舞、古典舞的演员们，必须学跳国标
舞。不过，对专业舞蹈演员来说，跳国标舞虽

然要更换舞步，但毕竟是“小菜一碟”。经上戏
舞蹈学院专业老师的指导和各自的苦练，朱
洁静、方光等扮演主角的青年舞蹈家跳的交
谊舞，动作眼花缭乱，比“舞林大会”的高手们
更多一份洒脱和精致，一圈下来，一旁的群舞
演员激动地鼓掌欢呼。

打新“牌”抢市场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一起跳舞吧》本是

上海歌舞团早就酝酿的新作，由于是国内并
不多见的当代题材舞剧，所以还被列为上海
重大文艺创作剧目。他们在预订剧场时发
现，首演日程竟然受到《天鹅湖》的前后“夹
攻”，心里顿时涌起责任感：迎新辞旧演出期
间，团体包场众多、观众购票踊跃，为什么只
有外国舞团“唱主角”，而本土剧目不能抢占
新年演出市场？

经过观众调查和市场分析，舞团打出了
“贺岁牌”，在已经连排合成的基础上，又围
绕迎新特点，重新编排《金蛇狂舞》等舞段，
情景音乐、人物舞蹈、提示词等也朝风趣轻
松方向再度发展；为增加台上台下的互动气
氛，还准备破例开放观众在不用闪光灯的前
提下拍照。在排练厅里感受着演员们跳交谊
舞时的嘻嘻哈哈，团长陈飞华对记者说：“从
来也没有听说过舞蹈有贺岁剧，如果不去尝
试，我们永远只能远离新年演出季。”

资深记者 杨建国

“天鹅南飞”早已成常景
“贺岁舞剧”火热来迎新
上海歌舞团新剧《一起跳舞吧》欲抢占新年演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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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女人一定要有钱吗？》沪语版票房飘红

教授唱起流行歌 听众摇响拨浪鼓
上音新年音乐会气氛活跃

大型滑稽戏《今天他休息》昨开排

“悦读悦生活”
系列活动落幕

沪上专家研讨
“城建·人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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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之前并
不被媒体看好的音乐剧《女人一定
要有钱吗？》沪语版到昨天为止已在
人民大舞台演出 )场，票房持续飘
红。在首轮 !*场沪语版之后，春节
期间还将进行沪语版的第二轮演
出，与普通话版的演出交叉进行。主
办方表示，该剧的两个版本计划到
明年 &月中旬共演出 +"场，而到目
前为止包括普通话版、沪语版在内
该剧的总票房已经超过 %*"万元。
《女人一定要有钱吗？》沪语版除

了将普通话版的所有台词改为沪语
之外，还对原剧的结局作了微调。由

于时间有限，恐怕也有技术上的原
因，所有歌曲还是用普通话演唱。沪
语版邀请上海滑稽剧团“女滑稽”胡
晴云任老师唐颖一角，该角色的戏份
也较普通话版有所增加。而剧中的三
女三男 %位主角有 *位是此次沪语
版新换上的，该剧音乐总监“王厂长”
也在沪语版中任其中的一位男主角。

该剧制作人周谊说，沪语版第
一次连排时大家都吓了一跳，剧中
几位主角的上海话问题实在太多，
因而特意请胡晴云花三四天来纠
正。从昨天的演出来看，几位年轻主
角的沪语依然不够标准，特别是情

绪一上来、语速一快就更吃力。剧中
的大部分台词是直接从普通话“译”
成沪语的，用词与正宗沪语有所不
同，但大多是年轻的上海人熟悉且
容易产生共鸣的。可能因为绝大部
分观众是年轻人，所以这些不够标
准的沪语在他们听来倒也自然顺
耳，因而现场效果不错。
为什么要推出沪语版？周谊说，

是因为觉得虽然现在年轻上海人沪
语说得比较少，但与生俱来的上海
话情结还在，而现在演出市场上缺
少时尚的、与年轻人“搭界”的沪语
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