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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半纸春光》由上海淮剧团副团
长、国家一级编剧管燕草担任编剧，
上海昆剧团新锐导演俞鳗文执导，上
海淮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陆晓龙、陈丽
娟担纲主演。该剧改编自文学名家
郁达夫的两部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
晚上》和《薄奠》。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龚和德看了这部戏后，感慨于艺术
家创作的不易和创新。首先对于编
剧而言，郁达夫两篇原著小说分别以
上海和北平为背景，剧情很淡，要将
这样的作品改成戏曲，编剧的勇气令
人敬佩。其次，对于淮剧这个剧种而
言，淮剧多擅于表现劳动人民、底层
百姓生活，描写知识分子的戏很少，
这个戏扩大了淮剧的表现领域，对淮
剧具有很深远的拓展意义。

事实上，管燕草决定创作这部
“人文新淮剧”时，她就是想对淮剧来
一次创新，在“新”字上有所突破。说
到底，就是要在淮剧的领域中进行一
些拓展和尝试，所以这样一个充满人
文主义色彩的淮剧的诞生也是一次

首创，一次探索。《剧本》杂志社副主
编武丹丹充分肯定了这一次探索。
她说，对于编剧而言，管燕草写了会
在她的创作生涯当中留得下位置的
一部作品。而对于淮剧而言，观众通
过《半纸春光》发现，淮剧不仅能表现
激情的、昂扬的、高亢的底层人民的
生活，也能表现直接面对灵魂细微的
这种颤动。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看来，人文
新淮剧《半纸春光》已经超越了淮剧
自身，而是给新时代中华戏曲的创作
提供了一种启示。“什么叫对中华戏
剧文学、戏曲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戏曲是当地人民用审美形式
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创造，这种创造
都有它的生命力和它的感染力，我们
要自觉认识到戏曲的这种地位和价
值，不要轻率地摒弃它、冷落它或者
商业化它。”仲呈祥认为，《半纸春光》
既有坚守，又有突破，恰恰体现了这
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荷兰舞蹈剧场1团是享
誉世界的现代舞名团，11月3日到5
日，该团将在上海大剧院献演《藏身
之处》、《按下快门》、《狩猎我心》等6
部现代舞作品。让观众领略目前世
界最顶级的现代舞的魅力。据了解，
三场演出的门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
接近售罄。

荷兰舞蹈剧场（简称DNT）创立
于1959年，是一群试图挣脱僵化的
古典芭蕾的舞者创办的。这个团体
分为3个团，1团是汇聚精英舞者与
极具编舞潜能的成员的团体。1团
由来自22个不同国家的舞者组成。
堪称是金字塔的顶端。2014年，荷
兰舞蹈剧场1团曾在上海大剧院演
出两场，获得一致好评。此次是该团
第二次到上海演出。

此次荷兰舞蹈剧场1团的艺术
总监保罗·莱福德与艺术顾问索尔·
里昂携共计28名精英舞者强势登陆
上海。他们将为上海的观众带来三
晚两套演出。6部作品中，《藏身之
处》、《按下快门》、《狩猎我心》是被认
为舞蹈界“灵魂搭档”的保罗和索尔

共同创作的。索尔女士昨天向记者
介绍，《藏身之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
道家文化，索尔认为道教的阴阳学充
满了变化的美妙。《按下快门》的灵感
则来自于毕加索的抽象画，索尔希望
通过舞蹈来编写绘画。而《狩猎我
心》则表现了人类的孤独感。

另外三部作品《挥别》、《盲目的
爱》和《防御》都是荷兰舞蹈剧场1团
近年的新作。特别是《防御》，该作刚
刚于9月22日在荷兰海牙首演，此次
是继首演后的第二次亮相，也是此次
巡演中唯有上海站才有的剧目。作
品选用英国摇滚乐队“电台司令”的
配乐，使现代舞在摇滚乐之间产生奇
幻的艺术效应。“防御”是主创对人与
周遭边界关系的一种探讨。对于外
界，是抵抗还是防范，或许可以走近
剧场寻找答案。

保罗·莱福德表示，“我们的作品
不是孤立的舞蹈，它可能和影像有交
集，可能是身体的戏剧，最终是关于
怎样尽可能地调动和利用剧场空间
去表达人的感情。”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随团来上海演出的还有荷兰
舞蹈剧场1团的中国籍90后舞者王
剑辉。

上海淮剧团《半纸春光》获好评

新时代戏曲创作 坚守与突破并行
几天前，上海淮剧团人文新淮剧《半纸春光》作为

唯一的一部上海戏曲作品在党的十九大期间进京献
演，受到高度赞誉。在随后召开的《半纸春光》研讨会
上，专家认为，这部由上海淮剧团一群青年骨干推出
来的作品，恰恰给新时代的戏曲创作提供了很宝贵的
启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世界名团荷兰舞蹈剧场来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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