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瑜音阁"昨日开台启用

12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聚焦 汇文 体

历时!"年终与观众见面

“越剧场”瞄准“熟年”人群

! ! ! !当 !"后的越剧名家茅威涛与
#"后的花旦章益清在《梁山伯与祝
英台》的“楼台会”中对望时，这对戏
里的神仙眷侣双双眼里噙满了泪
水。因为，越剧人终于有了自己专属
的剧场。日前，新编《梁祝》在杭州作
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场（见上图）的开
台大戏上演，台上台下都百感交集。
这座被杭州人亲切地称为“蝴蝶剧
场”的建筑，从批地到落成营业花了
$#年，如今终于与观众见面。

蝴蝶的美学意义
远远看去，一栋方形建筑中间

是一只镂空的蝴蝶造型，可以瞥见
后面的保俶山。它的设计师是中国

台北 $%&的设计师李祖原，在看完
越剧《梁祝》后，他有了灵感，并将
“梁祝化蝶”的意境融入到剧场
中———从天台亮灯到剧场外观，从
墙体镂空到内部装饰，每一个细节
都体现着蝴蝶的灵动，以此呈现吴
越文化的经典印象。

剧场的空间延伸
这座现代化剧场建筑面积约为

'()万平方米，*楼设“一大二小”三
个剧场，分别为已开业的大剧场、黑
匣子剧场和二期待开业的经典剧
场。黑匣子里会有音乐 +,-.、电音、
先锋戏剧、各类工作坊等，将成为年
轻人创意与作品的孵化器。经典剧

场有山有景、有曲有调、有茶有食，
是一个欣赏戏曲作品的专属地，观
众们可在独一无二的全丝绸打造的
剧场之中，重温昔日经典。

/楼引进商业配套与剧场互为
补充，还设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戏剧
博物馆，首期展览将把越剧史、浙江
小百花团史以及江南文化以三条叙
事线索交织呈现。未来，这里还会有
艺术电影院、餐厅、票友俱乐部等，
广场中庭也可以举行展览、市集等
活动，与三大剧场一起，成为独具特
色的都市公共文化创意空间。

越剧的时尚表达
据茅威涛介绍，从开幕到国庆

长假，剧场将陆续上演新版《梁祝》
《陆游与唐琬》《五女拜寿》《春琴传》
等。在很多剧场都在争取年轻观众
的当下，越剧场想抓住另一个重要
消费人群是“熟年”人群———他们在
0)至 !0岁区间，对越剧有基础认
知和情感，追求新鲜、时尚，但又面
临工作、退休、健康、婚姻等诸多压
力，需要通过艺术欣赏来达到解压
的目的。“熟年”观众的纷至沓来，会
使观剧成为一种“全家出动”“闺蜜

团建”的新常态。
&&月，越剧场打造的驻场音乐

剧《三笑》将推出，越剧新女团的概
念也应运而生。届时的目标观众群，
除了热爱越剧艺术的杭州市民，还
有各地游客。早在 '""&年，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就提出“游西湖，喝龙
井，看小百花”的宣传口号，希望越
剧可以成为杭州不可或缺的“文化
符号”。如今口号变了，茅威涛说：
“应该变成游西湖，喝龙井，逛‘蝴蝶
剧场’！” 本报记者 赵玥

333000000年年年古古古戏戏戏楼楼楼成成成造造造梦梦梦空空空间间间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 ! ! !瑜音绕梁，三日不绝。在上海天
空难得一现“水晶蓝”的金秋，宝山
顾村镇的龙现代艺术馆旁，悄然出
现了一座古戏楼。昨日，这座拥有
1""年历史的古戏楼———“瑜音阁”
开门迎客。据悉，这是上海目前唯一
投入运营使用的古戏楼，由王珮瑜
率“瑜音社”独立运营。未来，“瑜音
阁”也将被纳入上海演艺新空间，进
一步拓展“演艺大世界”的外延。
开幕式上，王珮瑜感慨：“古戏

楼是每个唱戏的人、爱戏的人心中
共有的一个梦。希望这座‘隐身’于
都市繁华中的古戏楼，能成为一个
造梦空间，让更多人能爱上包括国
粹京剧，走近中国传统文化。”

古戏楼里梦一回
“瑜音阁”古戏楼坐落于宝山顾

村，戏楼为全木质结构建筑，雕梁画
栋，飞檐翘角，古香古色。这座自江
西古村落“平移”而来的徽派建筑不
骄不奢、沉稳大气。
在这座戏楼中，你能看到横梁

上雕刻着的栩栩如生的木雕；抬头
就能望见蓝天的藻井里，还能感受
得天独厚的自然声场，体会名副其
实的余音绕梁。全榫卯结构，严丝合
缝、机巧耐用，展现的是中国古建筑
的高超工艺和智慧。

最为特别的是，雕梁画栋并非
只为美观，梁上三十余帧木雕，无论
是饮宴场面或是出行游玩，帧帧都出
自传唱百年的骨子老戏。这是 1""年
前的戏楼修建者的别具匠心，为不

辜负这匠心，王珮瑜首轮演出安排
的戏码《玉堂春》《追韩信》《白蛇传》
等，也都是从木雕中选取的。
昨晚，瑜音阁正式开启了“海上

余音戏曲主题秀”首演，演出京剧传
统老戏《玉堂春》、海派经典《追韩
信》片段，以弦乐四重奏开场、说书
人串场、评弹间演的方式贯穿首尾。
而瑜音阁二楼空间的首展则是

《阁调·瑜影———王珮瑜京剧胶片摄
影及主题海报展》，是由著名摄影师
逄小威为瑜老板以胶片形式拍摄的
几十个京剧人物形象。
都说听戏还得在古戏楼、老戏园

子最有味。散坐在戏楼下，四方高台，
看着各色人物轮换登场，挥一挥马鞭
穿越千年，出将入相，让钢筋丛林中
的都市人得以“南柯一梦”的机会。
“欲知世上观台上，不识今人看

古人。”在王珮瑜看来，不论有没有
听过京剧、会不会爱上京剧，“瑜音
阁”古戏楼都将成为一扇窗，等待每
一个人走近京剧，走近中国魅力无
边的传统戏曲。

沉浸式体验国粹
未来，这里不但会定期向观众

推出以传统名著为主题的系列大
戏、应时应令的节令戏演出等，还将
开展传统文化艺术展览、沉浸式体
验空间等活动。
和其他戏院不同的是，在这里，

人们可以坐着黄包车来看戏；可以
画脸谱、贴片子，真实体验一把戏曲
行头；还可以在演戏过程中向台上
“打赏”，体味一下古时看戏乐趣，为
实现戏曲艺术继往开来、传统民俗
当代化推广、京剧艺术传承实践开

辟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
同时，瑜音阁戏楼还将成为瑜

音社京剧教育项目汇报展示基地，
并组织夏令营体验、京剧嘉年华、
“微京剧”小剧场等活动，使青少年
儿童在古戏楼深厚的历史文化熏陶
下，体验“上台”的乐趣。
自去年 &月起，王佩瑜带着她

的工作室落户宝山龙现代艺术馆以
来，就一直致力于开展京剧的普及
和推广，完成了全国首套青少年京
剧通识教材的编写，并已在宝山开
展试点教学。发布会现场，来自宝山
区泗塘中学、鹿鸣小学的学生们带
来了精彩的表演，字正腔圆、韵味十
足的《霸王别姬》，精气神满满的《三
家店》，看得出瑜音社青年京剧教师
的努力和孩子们发自内心对京剧的
热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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