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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四度改版，根据几米漫
画改编的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近
日在文化广场宣布，将参加“2016原
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一路从上海
巡演巡回至台湾。四位主演实力唱
将魏如萱、创作歌手王大文、个性女
声王若琳以及新人张耀仁，也特意来
沪举行了记者见面会，对于此次重新
演绎，魏如萱表示：“虽然此前有很多
人演绎过这个作品，但是这就像是一
件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会呈现出
不同的气质。”

《向左走向右走》不走百老汇路
线，而是从几米绘本开展，剧情、对
白、音乐和多媒体画面堆栈映衬，独
创诗意视觉的音乐剧风格。音乐是
全剧的核心灵魂，剧中二十首歌曲，
独唱、二重唱和合唱等多样形式，曲
风时而亲新甜美，时而华丽缤纷，形
成了丰富的音乐层次感，将几米绘本
中关于爱情、机遇、完美、遗憾等主题
刻画得淋漓尽致。

而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音乐剧，

它也历经了多个版本，从2008年的
陈柏霖、张钧宁和杨佑宁，2010年的
许茹芸和品冠，2013年的魏如萱、蔡
旻佑，再到这次的组合，都已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

新版《向左走向右走》的组合，魏
如萱和王大文，都是深受年轻观众喜
爱的歌手，此次魏如萱将以调皮、古
怪的性格特质演绎剧中的“离开小
姐”。而男主角王大文告诉记者，自己
对舞台并不陌生，大学时代即开始音
乐创作，曾在纽约演出音乐剧，还在纽
约公园的演出上和美国知名资深女演
员梅莉史翠普同台过。此次为了演出
剧中的音乐家，他正苦练小提琴，别人
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有的练习进
度，他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努力达成，

“希望舞台上能有完美演出”。而首次
出演舞台剧的王若琳则表示自己首次
在舞台上一边跳一边唱，因此开始时
排练时还常常手足无措。

据悉，有别于电影版和电视版，
剧场版《向左走向右走》由几米亲自
担任创意顾问，也是迄今为止几米最
为满意的版本。

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

本报讯 上月末，一则《我们要做
“读者剧场”》的消息，引发了众多戏
剧人关注，纷纷转发朋友圈。该文章
由某剧场微信公众号发布，作者对

“读者剧场”进行了知识普及。对这
种戏剧教育模式，上海话剧中心艺术
总监吕凉表示，他“知之甚少”。什么
是“读者剧场”？它和我们熟悉的演
出形式有什么区别？就此问题，记者
采访了该文作者邢剑军。

邢剑军，中国民间戏剧教育提倡
和实践者，他表示：“剧本朗读，在国
外较普及。常用于中小学教学，辅助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有
的简单朗读，也有加上动作和其他舞
台元素的方式。有些新剧本创作出
来后，先找演员朗读，再考虑是否正
式制作、演出。”

不过，单纯的“朗读”形式已不新鲜，
“很多戏剧组织民间社团都在运用”。邢
剑军发现，以“读剧”为主，将“读”和“演”
结合，强调“理解剧本和文本呈现”，这种
独立形式在国内“并不多见”。

它高于一般的“剧本朗读”，但较
“专业做戏”环节更为“简化”。整个
流程与正常排戏类似，有剧本分析、
选配角色和排练演出阶段。演员无

需完全背诵台词，演出场地也无限
制，可以是正规剧场，也可以是咖啡
厅、图书馆、美术馆。

2009年，邢剑军与北京9剧场合
作，带着戏剧学员以“读演”的形式，
公益演出高行健先生的《周末四重
奏》。连演四场，吸引了300多位预
约观众。“演出很成功，不单纯读剧
本，还涉及舞台调度、简单的服装、道
具和音乐、音响等。”记者从当初的剧
照可以看到，这种演出没有复杂的舞
美，8位演员坐在桌旁，桌上放着剧
本，他们进行对话，表情各不同。

近年来，戏剧教育广泛普及，爱
好者数量猛增。同时，有志于戏剧普
及和推广工作的戏剧人和学生社团
也越来越多。“他们普遍缺乏戏剧专
业常识和指导，不易深入且持续地发
展”。邢剑军认为，“‘读者剧场’优势
在于简单，不限演员、场地、时间，可
以满足多方需求。”对基本功不扎实
的初学者来说，读剧门槛低，从理解
剧本出发，更易加深交流体验。

同时，这种模式很适合校园剧团
的时间安排，它可以在高校社团、兴
趣小组中普及。对学生来讲，“分析
剧本、人物、具体创作构思等基本功
可得到锻炼，并能有效缩短排练、演
出周期。”邢剑军表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去年马林斯基、艾夫曼
两家芭蕾舞团来沪，曾引发轰动，一
票难求，今年，沪上芭蕾舞演出市场
再放大招，又一支世界级的名团丹麦
皇家芭蕾舞团 6 月份来东艺连演 4
天！

最著名舞蹈家都曾为它打工
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声名卓著，

它的光环是，“世界十大芭蕾舞团”、
“三大古老芭蕾舞团”、“六大芭蕾学
派”这些顶尖称谓，它都是其中一员。

据悉，作为世界上以“皇家”命名
的芭蕾舞团中最古老的一支，丹麦皇
家芭蕾舞团创建于1748年，在世界
历史最悠久的芭蕾舞团中排列第三。

其实，早在17世纪，芭蕾就已经
进入到丹麦宫廷的日常娱乐活动。
然而，对于世界芭蕾发展史而言，直
至布农维尔的出现才使“丹麦芭蕾”
彻底扬名。

19世纪初，原本在法国发展芭
蕾事业的布农维尔父子选择返乡回
到丹麦，父亲安东尼·布农维尔任职
丹麦皇家剧院艺术总监8年，再过6
年后，原本就是芭蕾舞演员和编导的
儿子奥古斯登·布农维尔继任该职并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由此开启了丹麦
芭蕾的全盛时期。有着“芭蕾之父”
美誉的布农维尔通过对“丹麦皇芭”
演出剧目的创作、改编以及对芭蕾教
学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丹麦芭蕾
学派”。

“丹麦芭蕾学派”，不仅为世界浪
漫主义芭蕾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也对后来俄罗斯芭蕾学派的形成和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艺术

的传承始终都是相辅相成的。百年
间，来自俄罗斯的舞蹈家：佳吉列夫、
福金、巴兰钦等又反哺了“丹麦皇
芭”。

令安徒生无比倾慕
这次来上海，丹麦皇家芭蕾舞团

将于6月23日-26日连续四天在东
艺舞台上演，二幕芭蕾舞剧《仙女》和
三幕芭蕾舞剧《拿波里》，将各演两
场。这也是两部作品头一次由剧目
首演舞团同时带来。

作为布农维尔和丹麦芭蕾学派
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事实上《仙女》并
非布农维尔和丹麦皇芭的首创，而是
在法国先跳，但是，当时的男演员正
是年轻的布农维尔。1836年，布农
维尔将这部舞剧搬上丹麦皇家剧院
并由自己担任男主角，由于付不起高
昂的音乐版权费，他又另邀了年轻的
丹麦作曲家廖文舍尔重新写作舞剧
音乐。这个版本吸收、借鉴了原版的
长处，又加强了男主角的舞蹈，后来
成为丹麦芭蕾学派的代表名作并流
传在世界各地上演至今。

布农维尔一生共创作了50余部
作品，还包括了改编自意大利作曲家
罗西尼同名作品的三幕芭蕾舞剧《拿
波里》。与《仙女》不同的是，《拿波
里》的剧本颇受北欧民间史诗影响，
布景服装和人物性格带有强烈现实
主义色彩，在浪漫主义芭蕾舞台上十
分罕见。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在观看舞
剧《拿波里》首演后写信给布农维尔
说：“你给我们一个作品，使我整个身
心异常满足。你确实是个人物，是
的，你的无言诗篇不但是为丹麦创作
的，而是属于整个欧洲的。”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近日，史诗谍战影片《开
罗宣言》在上海举行首映礼时，别具一
格地用一场拍卖会来宣传影片，而扮
演宋美龄的刘嘉玲在片中穿过的一套
旗袍，竟然拍出了46.6万元高价！

刘嘉玲在《开罗宣言》中挑战难
度，饰演名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此前她就表示，自己非常期待这个角
色，而这部电影让她如愿以偿。

当天的拍卖会，她在片中穿过的
多套礼服都顺利拍出，而她在影片开

场出席晚宴时的一套白色旗袍，以其
双面真丝面料、做工精细、雍容华贵
而赢得众多竞拍者的关注，竞价也最
为激烈，最终拍出这个高价。

据悉，这套旗袍之所以值钱，最
重要便是因刘嘉玲以宋美龄的身份穿
过。为了演好宋美龄，刘嘉玲做了大
量的功课，翻阅各种有关宋美龄的书
籍资料。无意间她在一本书中发现宋
美龄和蒋介石的一张合照，与自己和
梁朝伟的合照的动作和构图简直出奇
的相似。也有不少观众认为，片中的
刘嘉玲的确与宋美龄有几分相似。

芭蕾舞爱好者看过来：天团要来了

《开罗宣言》刘嘉玲戏服拍出高价

不止“读”，还要“演”

“读者剧场”推广民间戏剧发展

《向左走向右走》再登舞台

新版音乐剧无惧挑战经典

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

本报讯 台湾故事工厂制作的《3
个诸葛亮》，将于今日在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D6空间上演，至20日结束。

故事讲述了三位互看不顺眼的
说书人，舞台上狭路相逢，为了争
取演出机会，使出浑身解数轮番上
阵，纷纷施展看家本领：口技、音

效、影子戏、哑剧、双簧……精彩解
构“牛郎织女”、“嫦娥后羿”、“梁山
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这四
大爱情传说。

该剧导演为台湾知名导演李国
修叩首弟子黄致凯，他表示：“我一直
觉得这四大爱情故事有BUG，所以想
透过三个说书人去提出困惑，并试图
改写。”

创意戏剧重新解构古典爱情故事

有着“丹麦天使摇篮”美称的丹麦皇家芭蕾舞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芭蕾舞团之一。

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