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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道具新颖
昨天，史依弘和张军着装为

记者展示的是“幽媾”中的一部
分。全电脑印花是这次戏装的一
大特点，从昨天现场来看，张军
的服装与传统的戏装距离还不
是很大，但史依弘所着服装的颜
色有点特别，据介绍这服装外面
还有一层纱，尚在赶制中，加上
排练现场灯光完全无法与舞台
上相提并论，所以这些创新的戏
装在台上效果如何依然是个谜。
史依弘告诉记者，在“魂游”一场
中自己的服装肯定会让观众“吓
一跳”，那是设计师参考了国外
时装创作的。全透明的桌椅昨天
也“参加”排练，不过同样由于没
有舞台灯光的配合，还很难看出
效果。此次《牡丹亭》的乐队也与
一般昆曲的乐队不同，除了最基
本的曲笛和板鼓之外，还有竖
琴、古筝、古琴、小提琴等乐器，
整出戏的配器特邀台湾音乐人
担任。

演唱“收”得好难
“杜丽娘是为爱死去活来，

我是为这个戏死去活来。”史依
弘说这次学戏实在辛苦，“昆曲
绕来绕去好难唱啊。”让史依弘
头痛的不只是昆曲唱腔，她还必
须舍弃很多京剧里的漂亮音色，
演唱时一直在“收”，只要高音一
飙旁边马上会有人提醒她要“含

一含”。这出戏的上半场一个多
小时几乎都是史依弘在唱，她开
玩笑说，唱到“离魂”杜丽娘死去

时自己也唱得“半死”了。史依弘
的老师、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洵澎
也坦言史依弘这个戏学得很辛

苦，特别是唱腔部分要唱出昆曲
的味道不容易，她也教过不少京
剧演员学昆曲，但唱整出昆曲大
戏的，史依弘还是第一个。张洵
澎表示，对于史依弘来讲要把握
昆曲闺门旦的气质也是一桩很
有难度的事，闺门旦是“大小姐”
而不是大青衣，很多表演的细节
稍不注意效果就不一样了。

有待观众评判
从昨天排练现场来看，史依

弘塑造的杜丽娘与传统昆曲舞
台上的杜丽娘还是有明显的不
同，特别是音色方面史依弘全部
使用小嗓，念白部分京剧梅派的
味道还是相当明显。对于演出后
可能会有的各种评论史依弘倒
也坦然，直言大家有什么看法尽
可以评论，自己不会不高兴。在
剧中与史依弘演对手戏的张军
表示，一开始对戏时听到史依弘
的“梅派嗓子”是有点不习惯，
“但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张军
说，史依弘塑造的是一个“有特
色的杜丽娘”，一个“比较自我一
点的杜丽娘”。说到首次与“师
姐”史依弘合作大戏，张军说史
依弘的气场很大，加上自己的戏
主要在下半场，而下半场与传统
的《牡丹亭》有很大不同，对于自
己来讲也等于是个“新戏”，所以
排这个《牡丹亭》对自己是一种
挑战。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塑造一个“自我”的杜丽娘
———梅派青衣史依弘为《牡丹亭》“死去活来”

! ! ! !本报讯 由现代水墨画艺术沙龙主
办的“八面风———海上八家现代水墨探
索画首展”即日起在本市莫干山路 !"号
丹森艺术空间举行。八位画家是萧守棉、
郑惠康、何德明、花青、沈向然、葛幸福、
王柱德、秦秋实。 （周骏）

! ! ! !本报讯（记者 袁玮）由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主办的“日本精品亚洲巡展音乐
跨界合作事业”试销会，日前在美罗城
#$日系潮流五番街举行。今年巡展首次
与日本音乐界开展跨界合作，将日本精
品与日本音乐同时推广给中国年轻消
费者。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

“好作品献给好时代”上
海群文优秀新作品展演
暨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
台启动仪式日前举行。该
活动同时也拉开了以“伟
大时代·风采上海”为主
题的全市迎接党的十八
大召开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的序幕。

演出以今年全市新人
新作中的优秀作品和近年
来获奖的群文作品为内
容，其中，由中国福利会少
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创作并
表演的少儿舞蹈《迎着阳
光上学去》表达了藏族儿
童踏上求学之路的喜悦之
情；普陀区文化馆等单位
带来的男生小合唱《站在
高高的脚手架上》反映了
农民工兄弟在异乡紧张工
作之时对家乡和亲人的浓
浓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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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风水墨展"举行

日本音乐在沪推广

! 史依弘和张军昨天排练!牡丹亭" 高剑平 摄

由史依弘、张军联袂主演的昆曲《牡丹亭》即将在东
方艺术中心上演。虽然《牡丹亭》是昆曲舞台上常见的经
典剧目之一，但这一版本却充满新的看点，从梅派大青
衣演绎整出昆曲经典到全电脑印花的服装、全透明的道
具等，都透着不同。昨天记者来到《牡丹亭》排练场探班，
试图赶在首演之前揭开“面纱”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