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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自市政
府花了 !"多年建设了全市 #!$个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之后，今年文化
民生方面最大的政府实事项目，就
是烹饪好千道“文化自助餐”，送入
%&"" 个村居活动室———昨天，在
“提升 %&"" 个标准化居村综合文
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一季度
工作推进会上，市文广局让“烹饪
大厨”与管理“文化自助餐”的村居
负责人，互诉需求，结对携手。这也
是上海率先建成现代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和世界卓
越城市的要求。
已建成的 #!$ 个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让市民最多走 !& 分钟
就能到文化场所选择钟情的文
艺项目参与。村居活动室，是城市
综合文化活动的终端，则能让这
“最后一公里”逐渐打通。目前，全
市申报参与政府实事项目的村居
活动室已超过 %&"" 个，达到
&"'( 个，占全市实际村居活动室
总数的 ')*。浦东新区、徐汇区
和嘉定区等已经建成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区域，已
表明区内将实行全覆盖。他们还
各自亮出了“招牌菜”，徐汇区的
是云端“文化汇客厅”，嘉定区则
邀志愿者打造“文化磁场”。在日

前启动的 #"!' 上海市民文化节
文化服务日当天，就有图书资源、
演艺活动、数字服务等“文化自助
餐”被送到了村居活动室甚至田
间地头。市卫计委、科委、体育局、
民政局、新闻出版局、农委、总工
会、妇联等市级部门也都参与准
备“文化自助餐”。
“文化自助餐”内容丰富，不仅

限于文艺演出，而且融入了党建引
领、文化凝心、公共教育、老年活
动、法律咨询、体育健身、妇儿保

障、卫生保健等大文化概念，因而
首先需要公开征集社会主体提供
的“菜单”。著名上海说唱演员徐世
利，曾是“东方宣教中心 ""!号”文
艺配送员。$(岁的他听闻上网填表
参与“报菜名”的工作仅有 #%小
时，立刻投入报名。结果因为报名
者众，他直到昨天凌晨 #点 %&分
才顺利传送。他带着自己的喜剧艺
术团准备送上 % 台喜剧和 + 场综
艺。今年新作《健康欢乐行》，将围
绕社区老年人关心的话题展开。在

相声、快板等艺术形式中融入新闻
时事，是赵松涛的强项。他与他的
说唱艺术推广中心，把二十四节
气、传统礼仪等融入节目，并注重
地域特色。例如他去青浦演出就会
特地创作《家在青浦》，把青浦地名
设计成对联融入节目……所谓“自
助餐”，就是指这些文化人是否能
成功走进村居，是由居民自己勾选
菜单，自选决定的。因而，这对参与
竞标的文化人及其团队，也是实实
在在的考验。

! ! ! !历时三年的选题调研、主创讨
论及剧本创作修改，上海歌剧院创
排的原创歌剧《晨钟》《田汉》昨向
媒体展示了两段新鲜出炉的唱段，
揭开神秘面纱一角。

在中国原创歌剧正受到前所
未有的关注的当下，两部“上海品
牌”原创歌剧要如何脱颖而出？上
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表示，“文本要
体现上海的红色基因，音乐要朗朗
上口、能被传唱、留得下来。”

文本挖掘内心成长
“双管齐下”创排的歌剧《晨

钟》和《田汉》，力争打造的是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主创团队集结国内外
顶尖的编剧、导演。

歌剧《晨钟》（原名!李大钊"），
编剧姚远是入选首批“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唯一话剧《商鞅》的作
者。早在 !((+年，他的话剧《李大
钊》就曾在戏剧界引起轰动。时隔
#&年，这是年过 )"岁的姚远首度

尝试写歌剧。
《晨钟》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

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为选题，聚焦其崇高的革命
信仰，展现其为民族探寻真理、为革
命奔走呐喊、为共产主义慷慨赴死
的革命精神和“铁肩担道义”的伟大
品格。剧名来自其在《晨钟报》创刊
号上的撰文《,晨钟-之使命》，喻示他
作为一名“铸钟者”，最终以生命撞响
了唤醒民众呼唤黎明的“晨钟”！

歌剧《田汉》聚焦中国现代戏剧
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作品以
民族危难为大背景，田汉鲜明的个
性、丰富的经历，提供给后人多维
度、多视角解读的可能。凭借电视剧
《走向共和》等作品而备受推崇的编
剧盛和煜，在初稿中凸显剧中每个
人物的鲜明个性。导演张曼君要通
过对人物内心的深挖勾勒出一个剧
作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精神铸造者
的成长。

演出力求好听好看
当然，成功的歌剧作品，作曲能

否站住脚是成功的关键。《晨钟》和
《田汉》分别邀请了许舒亚、苏聪两
位风格迥异的作曲家操刀。
“我们要唤醒这沉睡故地，去迎

接全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就是
我心中，一声嘹亮的号角———共产
主义。”昨日，歌声从二楼排练厅飘
出，于浩磊正排练《晨钟》中的咏叹
调“我心中嘹亮的号角”，旋律朗朗
上口，让人听之记忆深刻。由弱渐强
的旋律，如同拍上海滩的浪花，一浪
高过一浪，直抵心田。当最后那一声
“嘹亮的号角”唱出来，那份气势，表
达的是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力量。
许舒亚说：“歌剧在西方至今都

是十分普及的艺术种类，他本就该
是亲民的，朗朗上口、好听易流传的
几首咏叹调，是作品能否走向大众，
能否被观众记住的关键。”

《晨钟》侧重旋律的好听有回
味，《田汉》则倾力于以旋律来刻画
不同人物的鲜明特色。在另一排练
厅，旅德作曲家苏聪正指导演员宋
倩、刘涛试唱《田汉》选段“安娥初见

田汉”。安娥因曾在俄罗斯留学，她
的歌带有强烈的俄罗斯民歌风味，
而田汉浪漫的个性也从两人的对话
中漫溢而出。
据许忠透露，这两部作品的音

乐创作，也将充分吸收运用民间音
乐元素，借鉴融合传统戏曲的表现
手法，力争打造符合中国人审美习
惯的歌剧作品。

演员甄选提前进行
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著名男

高音歌唱家魏松，和上海音乐学院
副院长、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
将分别担任两剧的领衔主演，用艺
术表演塑造“李大钊”“田汉”两位灵
魂人物。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韩蓬、于浩

磊，也将饰演“李大钊”一角，与著名
歌唱家杨小勇、张峰、徐晓英、熊郁
菲等同台演绎歌剧《晨钟》。
据悉，为更加有利于作曲家根

据人物在剧中的艺术设定以及演员
的各自特点来设计音乐，这两部作
品对演员的甄选都提前到作曲开始
正式创作之前，以便作曲家根据演
员各自的声音特点，度身打造适合
的音乐风格。

据悉，&月 !'日和 !!月 #日，
原创歌剧《晨钟》的钢琴版和舞台版
将先后于上海大剧院上演。!#月 !+

日，原创歌剧《田汉》也将在上海音乐
厅推出音乐会版，#"!(年 %月 !!.

!#日完成舞台版。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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