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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长三角三大昆剧团
夏季联动集训收官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随着暑期的
结束，上海各大戏曲院团的夏季集训
也到了成果汇报演出阶段。上海昆剧
团牵头的三地昆剧团联动集训的汇报
演出日前就在杭州音乐厅举行，演员
展示了他们扎实的基本功，而这也为
今后的作品排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一部分，上海昆剧团此次夏季
集训联合了浙江昆剧团和永嘉昆剧团
共同举行，三个昆剧团的青年人们在
集训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学习，收获
颇多。在汇报演出中，上海昆剧团国
家一级演员、小生演员黎安带领三地
小生上台展示武戏中的“把子功”，这
是他第一次在舞台上“打把子”。

昆曲小生在台上演的多为文弱
书生，以文戏为主，但如果只练文戏，
则显然限制了演员的体力，结果会影
响文戏的效果。黎安虽然已是梅花
奖和白玉兰奖的双料得主，但他以归
零心态主动加入集训。黎安说，昆曲
演员虽有行当之分，但一个好演员必
须文武兼备。文武双管齐下是集训
的特色亮点，文戏演员要学马趟子，
武戏演员也要练吊嗓子，让年轻人在
巩固本行当技艺的同时不断拓宽艺
术之路。

在结束了杭州的汇报演出之后，
本周沪浙三个昆剧团的青年演员还要
在上海俞振飞昆曲厅举行4场汇报演
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
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戏曲界的交流
演出已是常态。在昆曲迎来市场盛夏
的当下，昆曲人越发意识到一枝独秀
不算好，满园春色更可期，此次三地联
动集训把合作从台上延伸至幕后，把
合作深化为剧目创作、内部管理、青年
人才培养等全方位的交流探讨，共同
探索昆曲传承发展的百年大计。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沪上又一扶持青年音乐
家的平台全面启动。9月1日，“击乐
之星——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团专
场音乐会”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

“未来音乐家”系列音乐会试运营之
后打响的“头炮”，在位于豫园的“豫·
上海剧院”正式奏响，吸引了近300名
打击乐爱好者、市民、游客到场。“我
马上要去参加国际比赛，这个平台帮
我做了一次很好的热身。”即将代表
上音、代表中国参加第74届日内瓦国
际音乐比赛的杨寅之同学告诉记者。

当天的音乐会上，包括杨寅之在
内的多位上音打击乐优秀选手，给观
众们上演了包括马林巴独奏《Puri-
ty》、打击乐组合《rebonds b》、小军
鼓《Tantrum》等8首打击乐作品，艺
术水准和难度极高，也让市民们了解
到打击乐的魅力。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未来音乐家”系列音乐会全部加
入了音乐导赏环节，介绍演奏形式、

技巧及乐器特点等，对音乐会进行深
入浅出的通俗解读，也让观众们能增
强对音乐的理解力。“以前总觉得打
击乐就是架子鼓，要么就是苹果手机
里的马林巴铃声。”一位在豫园旅游、
看到海报来听音乐会的观众马小姐
告诉记者，“现在才发现打击乐这么
丰富。”

这也让杨寅之等同学感到非常欣
慰。“其实，我觉得打击乐离普通市民
是越来越近了。”他说，随着普及，很多
人都已经发现，现在打击乐的形式非
常多样，可塑性也很强，“不像钢琴就
只是坐在钢琴前弹同样的东西，我们
可以换很多的鼓、换许多的琴槌，在不
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音色，这成了
打击乐现在很迷人的一点。”

他表示，像“未来音乐家”这样的
普及平台变多之后，喜欢打击乐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这也对打击乐的发展
有很大的帮助。“以前只觉得打击乐
就是乐队里一个声部，算是一个色彩
乐器，给整个乐曲做点缀的，但现在，

越来越多的作品，让打击乐走到台前
变成主奏乐器，听众越来越多，它的
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杨寅之的想法，也是上音推出
“未来音乐家”的出发点之一。“这是
我们文教结合的又一重要举措。”该
系列音乐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让教学
和研究成果服务社会，一直是上音近
年来坚持做的，“参加‘未来音乐家’
演出的，都是我们的优秀青年音乐
家，这个平台既锻炼了人才，也给社
会提供了文化消费产品。”

同时，和上海人民大舞台合作，
将这个系列音乐会放在其旗下位于
豫园的剧场，还将带动文化和旅游的
结合，“让‘上海文化’品牌深入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据悉，“未来音乐家”系列音乐会
已经排到了今年12月中，除了国定
假期，每月基本上是固定在周日举行
一台两场（下午场、晚场）不同品类的
音乐会，全方位锻炼青年音乐家，也
给市民和游客提供丰富的音乐大餐。

豫园九曲桥畔“未来音乐家”露头角

锻炼青年人才 提供文化大餐

本次参演的乐手均是上音打击乐学生中的佼佼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