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昨日，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
玉带着繁漪的墨绿色旗袍，在思
南公馆举行了一场题为“洋房与
旗袍———茅善玉讲述上海精致女
人”的讲座。
茅善玉认为旗袍代表着上海

女人的风情。“每一个女人的衣橱
里永远都少一件衣服，每一个女
人的衣橱还应该有一件旗袍”。
“旗袍下的开叉不可太高，但也不
能太低。”茅善玉觉得旗袍的开叉
是最能展示东方女人内敛的魅
力，“坐下的时候如果隐隐约约的
露出一点，是很有味道的”。
实习生 施佳雯 本报记者 王剑虹

“精致女人”
应该有件旗袍

! ! ! !与《大河之舞》空空荡荡的舞台
相比较，《舞起狂澜》依然不求奢华，
只是用一圈银幕在舞台上拦出了表
演区域，现场乐队分坐两侧。灯光尚
未亮起，只听得风笛声幽幽传来，超
大银幕上高清影像中的荒原、大海，
就把观众带入了爱尔兰大地。舞者们
依然用鱼贯而出的队形亮相，随着突
然变快的音乐节奏，演员队伍中顿时
响起了急骤的踢踏声。爱尔兰踢踏舞

的基本动作为双脚快速击打，上身保
持稳定，一字排开的队形忽前忽后移
动，既如纹丝不动的整体，又似充满
动感散发勃勃生机。队形重新组合发
生变化时，舞者的动作也更加丰富：
双脚跃起时前抬后踢，显得姿态挺拔
潇洒；突然一个空中大转，落地时又
一个飞快的滑步，颇似赛车做出漂亮
的“漂移”，踢踏声却依然不断……
《舞起狂澜》设计了大量踢踏舞

新的动作语言，比起《大河之舞》有了
更多舞蹈元素的体现，促使这部新作
品显得更加色彩斑斓。银幕上，苍鹰
掠过汹涌的波涛，顽强地飞向远方。
上半场的“梦想之海”，描述了爱尔兰
先民们背井离乡寻找希望的过程。历
史上，曾有大批爱尔兰人移民美洲，
他们与当地居民一起创造了新生活。
这些舞蹈场面，正是不同民族和地区
文化相融共存的浪漫描述。

下半场的“梦想之土”，场景转
换为现代。跳着街舞的男男女女居
然都是踢踏舞高手，用双脚展开的
炫技竞艺，历史悠久的踢踏舞竟变
成了一场当代青年的街头派对。高
潮掀起时，演员们又回到了开始时
的那一幕，用不断变化的队形，跳起
了整齐的踢踏舞。只见双脚飞舞，如
狂澜涌动，感染着每一个观众，心里
涌动欢乐之情。 资深记者 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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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双甲
之约”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 !"#周
年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昨晚在上海
大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
十多位梅派传人汇聚一堂，还有多
位其他行当派流的京剧名家名角前
来助阵。整场演出气氛热烈，而最让
观众惊艳的是最后登场的三位梅兰

芳的亲传弟子，$% 岁的毕谷云、$&
岁的舒昌玉以及梅兰芳之子、'(岁
的梅葆玖。三位老艺术家宝刀不老，
让观众大饱耳福，现场掌声和叫好
声不断。

昨晚的演唱会是此次“纪梅”
系列演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最
后一场，演员阵容相当强大，无论
是梅派传人李胜素、董圆圆、胡文
阁、史依弘等，还是前来助阵的其
他行当流派的名家名角谭孝增、赵
葆秀、李宏图、王珮瑜等，都受到了
现场观众的热烈追捧。而最后上场
的三位梅兰芳亲传弟子则把整场
演出的气氛推向高潮。$%岁的毕谷

云和 $&岁的舒昌玉在刚上台时看
上去都只是步履稍有些蹒跚的普通
老人家，但一开口就把现场观众震
住了，毕谷云的《洛神》、舒昌玉的
《穆桂英挂帅》无论气息还是嗓音都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耄耋老人。不必
依靠任何表演、化妆，两位年迈的老
人家瞬间“变身”为“云鬓罢梳慵对
镜”的洛神和“画堂内独自个暗地沉
吟”的穆桂英。在观众热烈的掌声
中，两位老前辈还精气神十足地各
加唱了一段。最后 '(岁的梅葆玖携
弟子胡文阁登台演唱了梅派经典作
品《贵妃醉酒》的选段，为整场演唱
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位梅兰芳亲传弟子宝刀不老 艳惊四座

“纪梅”演唱会举行
今明两晚，纪念梅

兰芳大师系列演出将
转至逸夫舞台，来自各
地的名家名角和新秀
将 演 出 梅 兰 芳 大 师
100年前首次来沪演
出时上演过的《穆柯
寨》《武家坡》《宇宙锋》
等一系列剧目。

“踢踏”舞出激情
爱尔兰《舞起狂澜》昨晚沪上首演 全新制作的《大河之舞2之舞起

狂澜》在迎新辞旧之际如约而至。昨
晚，爱尔兰舞者们用绚丽的舞步，在
这个冬夜里又一次点燃起来到上海
大舞台的观众们的激情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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