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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地标 筑巢引凤凰
“意大利斯卡拉”佳作今晚起亮相上音歌剧院

让岁月成为文艺佳作的包浆

! ! ! !来自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
!"# 人以及 !! 个集装箱于近日陆
续抵达上音歌剧院（见右图），为 $%

月 &'日至 !(日在这一上海文艺新
地标里，上演《假扮园丁的姑娘》和
《魔笛》厉兵秣马。今晚，将举行《假
扮园丁的姑娘》的彩排。绝妙的是，
在品字型舞台上，他们将实现同时
为两个剧目置景，实现“姑娘”和“魔
笛”的大挪移！
《假扮园丁的姑娘》先上演，所

有布景将被安置在“主舞台”的巨大
移动平台上，如此，演出一结束就可
以整体后退至“后舞台”。《魔笛》的
舞台搭建在舞台左侧，定位于升降

舞台上。这样，在“假扮园丁的姑娘”
走后，《魔笛》布景就整体从左面平
移到中央……这是国内首次实现的
“舞台大挪移”。这种若干舞台前后
左右平移的技术，在国际上已属常
见，在国内也有，例如上海保利大剧
院，但是在国内真正与剧目如此贴
合地使用，尚不多见。当然，坐在台
下的观众，是看不到这些“幕后”挪
移的。
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是公认的

全球音乐艺术皇冠上最璀璨的明
珠，开幕于 $))'年 '月 *日。&'&!

年随着作曲家罗西尼的到来，斯卡
拉剧院成为意大利歌剧乃至欧洲歌

剧的中心。法国作家司汤达更
是盛赞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歌剧院！”因而，歌剧的布景、
服化等依然沿袭传统，宫廷戏
的景片下都装着轮子，由人力推至
舞台。因此，靠液压作为动力的主舞
台、后舞台、左舞台、右舞台的整体挪
移，十分有利于换景。之前到达的先
遣队主要就是技术团队，随之而来的
舞台道具集装箱车，就来了 !!辆。演
员和乐团成员昨天才到齐。

斯卡拉歌剧院此番将为第 !&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带来第
一个高潮。《假扮园丁的姑娘》是难
得上演的一台莫扎特作品，这次亮

相的是由该剧院为英国格林德伯恩
歌剧节特别制作的版本，也是亚洲
首演。创作这一三幕喜歌剧时，莫扎
特年仅 &'岁。这部歌剧 &))"年在
慕尼黑首演。此次上音歌剧院所引
进的《假扮园丁的姑娘》由指挥迭
戈·法索利斯携手斯卡拉歌剧院巴
洛克室内乐团呈现。乐队使用了当
时的古乐器来演奏，以还原莫扎特
歌剧“首演时的原貌”。相比之下，
《魔笛》更为脍炙人口，近几年来曾

有各种歌剧、舞剧、户外演出等多个
欧洲团体演出的版本登陆沪上。

斯卡拉之所以选择上音歌剧
院，是因为这一文化新地标，是当下
上海最为专业的歌剧演出场所。它
拥有 &个 &!##座的中型歌剧厅以
及歌剧、管弦乐、合唱和民乐排演
厅，还有 &个专业学术报告厅。上音
歌剧院是亚洲一流的集文艺演出、
艺术普及、原创基地、国际交流为一
体的文化综合体。 本报记者 朱光

! 朱光

! ! ! ! +#年前首次在第一届“上海
之春”上奏响《梁祝》的小提琴家
俞丽拿昨天在京宣布，以这首小
提琴协奏曲为灵魂“破茧”而出
的舞台新作《真爱·梁祝》将于
&& 月 &) 日起在崭新的上音歌
剧院首演。明晚，因为赋予《梁
祝》“绕梁 +# 年”的旋律而蜚声
海内外的作曲家何占豪，将作为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之一，登上上海大剧
院的舞台。《梁祝》串联起的还不
止于此，《真爱·梁祝》的演出地
点上音歌剧院，今晚还将迎来全
球顶尖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
莫扎特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

的首次彩排……一部部

经典名作、若干代表城市地标的
剧场，在动静相宜的演出中，凝聚
起上海文艺发展的文脉以及近五
年来的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
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年来，上海文
艺家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守正
创新。当年，何占豪、俞丽拿等创
作、演奏《梁祝》之际，正是考虑到
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要拨动扎根
大地的人们的心弦。事实证明，这
一洋为中用的“创新”，经过 +#年
的岁月磨砺之后依然还是经典。
艺术家当年花了脚力、眼力，费了
脑力、笔力，被时光包浆成如今的
《真爱·梁祝》。同类作品还包括
《永不消逝的电波》———从当年孙
道临主演的同名电影里跃出的舞
剧，不仅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艺
术节文华大奖，还成为风靡全国、
一票难求的上海出品之精品力
作，以至于有不少女观众都纷纷
穿上舞剧里有的旗袍，盛装前往。

可见这部脱胎于红色经典、蕴含
海派文化以及江南风韵的舞剧，
如此深入人心。本届文华大奖之
所以含金量高，也是因为自从出
台了《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
改革的意见》，清理压缩了 '),"-

的各类文艺评奖。
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浦东》

以及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徐峥
导演的片段等，让时代脉搏与观
众的心跳共振。《我和我的祖国》
上映，其中有《夺冠》的片段，电影
放映时恰好又遇到女排赢得世界
杯冠军，举国沸腾之际，让人们又
仿佛回到上世纪 '% 年代中国女
排“五连冠”的情境。巩俐扮演郎
平的造型曝光，也成为网上热搜。
女排姑娘，看起来只是在平地上
扣球搏杀，但不也是“攀登者”吗？
有意思的是，拍摄《夺冠》的取景
地，正是静安区的张园———在这
当年中国第一个游乐场周边的弄
堂里。完成拍摄后不久，拥有 &*)

年历史的张园，将原地重生成文

商旅融合的城市新地标———这里
也曾经是中国第一部话剧的上演
地、第一盏灯的点亮之处、第一辆
自行车轮转起的第一圈、第一个
室外照相馆的营业点……本周末
第 !&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启
幕，这期间油画家俞晓夫将率学
生，在此地进行“沉浸式写生”，在
“现在时”里展现“过去时”，每天
开放 *%个名额供观众参与……

无论是观照中国体育健儿的
《夺冠》或者电影《攀登者》，还是
《我不是药神》等接地气的作品，
都是全民共同关注的现实主义题
材。这也是近五年来上海文化倡
导的创作方向。明晚，在美琪大戏
院首演的滑稽戏《上海的声音》，
脱胎于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作的
戏剧小品《拐角》。编剧徐频莉、俞
志清从拐角一家烟纸店的老板及
其儿子，两代人完全不同的经营
理念以及因而形成的与周遭邻居
不同的人际关系，体现出进入网

络时代，什么都能“网购”之际也
依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同
样在明晚，于白玉兰剧场首演的
话剧《金秋的三天》展现了老龄化
社会里，养老院里的老人及其家
人的故事。该剧编剧孙祖平的上
一部话剧作品是《国家的孩子》，
展现的是内蒙古的“妈妈”们在三
年之中，接纳了 *%%%多名南方孤
儿的故事。同一题材电视剧《国家
孩子》当前正在热播……

上海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上
海，是因为海纳百川。后天第 !&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当
晚，就有杂技剧《战上海》作为开
幕式演出，同时还有意大利斯卡
拉歌剧院的莫扎特歌剧《假扮园
丁的姑娘》、西班牙舞蹈《卡门》以
及法语音乐剧《摇滚红与黑》等
等。这些剧目恰恰也都是经典作
品的现代演绎。

守正创新，才有可能让岁月
成为文艺佳作的包浆，让艺术成
为时代的回响。

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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