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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近日，被誉为“世界动
漫钢琴改编第一人”的德国“90后”
华裔钢琴家Animenz（郭迈克）登陆
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了一场独奏音
乐会，这位被粉丝们昵称为“A叔”的
年轻人，号召力极强，全场2000个位
子被一抢而空，黄牛更是冒着暴雨
在门口等人退票。粉丝们狂热，让
这位年轻人陡然有了极强的责任
感，“我希望能带给他们积极影响，
比如告诉他们可以热爱音乐、热爱
生活。”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

“A叔”说。
在动漫界，“A叔”是位大神级别

的人物。在国内年轻人聚集的社区B
站，他的视频点击率近2400万，You-
tube的击率更是高达2.3亿。

“A叔”从小有天赋，有绝对音感，
“只要听到的曲子，就能弹出来”，这
为他改编音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开始练手的作品是《猫和老鼠》和
迪士尼，“因为完全找不到谱子，我只
能靠自己”。但到了16岁时，他把第
一部作品传到了视频网站上，他的妹
妹成为了首个听众和粉丝。再往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至今，“A叔”改编的

动漫音乐作品达到了100多首，被称
为“世界动漫钢琴改编第一人”、动漫
钢琴音乐中的李斯特。

除了音乐会，“A叔”还有很多和
粉丝们沟通的渠道，比如大师班，比
如粉丝见面会，还有网络社区。“我遇
到过一个很让我感动的例子，是一位
粉丝告诉我，他读书压力很大，有了
抑郁症，准备自杀前他听了我的音
乐，他说，最终放弃自杀的念头，是因
为我的音乐救了他。”这也让他觉得
更有责任感，“我不仅仅教粉丝怎么
改编动漫曲子，还会告诉粉丝如何把
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世界动漫钢琴改编第一人”：

通过动漫音乐带给年轻人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 郦亮“越美中华”
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此次大赛共有全国24家越剧院
团的近200位青年越剧演员参赛，比赛
的激烈程度由此可想而知。按照大赛
规则，25岁到35岁的青年演员在“越秀
组”，25岁以下的演员在“新蕾组”。目
前，大赛的初赛已经结束。昨天，评委
对“越秀组”初赛进复赛的待定选手进
行了复评，讨论十分激烈。

评委之所以讨论如此激烈是因
为他们必须在参赛演员的男和女、所
属院团和所唱流派之间找到一种平
衡。比如在24个参赛院团中，有的
省一级著名院团集中了人才的优势，
有大量青年演员入围复赛，但是有的
县一级院团入围的选手就很有限。
评委告诉青年报记者，这些县一级院
团演员经常要下乡演出，很接地气，
也十分辛苦，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更多
地参与到大赛中来，这也是鼓励青年
演员多到基层院团去，积极为人民服
务，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平衡。

“越美中华”大赛进行到现在也
显示出一些问题。大赛评委、著名作
曲家、《梁祝》作者何占豪对青年报记
者表示，此次大赛选手的整体参赛水
准很高，这些选手都很年轻，能有这
样的表现，确实让人对越剧的未来充
满希望。

何占豪告诉记者，越剧过去都是
以女子越剧为主，后来进行改革，推
出男女合演的越剧，比如赵志刚就是
著名的越剧男小生。但是此次大赛
的男选手太少了，以至于评委为了能
够让几位男选手能够晋级，可谓煞费
苦心。何占豪认为，越剧男演员少，
与越剧的音乐改革不到位有关，现在
很多越剧音乐还都是为过去女子越
剧而写，音域太高，不适合男演员演
唱。而越剧大赛从十几年前的“越女
争锋”，改为“越美中华”，就是想鼓励
男演员参赛。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为期5天
的2019年“世界戏剧研究联盟大会”
日前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落下
帷幕。本届大会由上海戏剧学院承
办。这是世界戏剧研究联盟自成立
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性戏
剧研究盛会，并被誉为戏剧研究领域
的“奥林匹克”大会。

本届大会总主题为“戏剧、表演
与城市化”。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谢巍说，上海戏剧学院是中国艺术门
类最为齐全、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专业
院校，同时也是一所国际化程度非常
高的艺术院校。

本次世界戏剧研究联盟大会收
到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投寄论文稿件
600多篇，最终参会的500多篇，其中
境外的450多篇，境内60多篇。会议
围绕大会总主题开展主旨演讲、专题
讨论组、工作坊、演出等多种形式的
学术交流，增强中国人文学术话语和
提升中国戏剧研究者在全球戏剧研
究学术领域的影响。

青年报记者昨晚6点赶到上海
博物馆时，虽然下着大雨，但已经有
不少观众在博物馆门口排队，等待入
内参观。而在一些场馆内，观众甚至
于比平时还多，大家对“博物馆奇妙
夜”充满浓厚的兴趣。作为试点，上
海博物馆此次是有限度地对外开放，
观众可以参观“熠熠千年：中国货币
史中的白银”“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
期景德镇瓷器大展”“浮槎于海：法国
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
等三个特别展览。时间从晚上6点

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现场不少家长都是带着孩子来

参观的。市民周先生的儿子在读小
学二年级，他很希望孩子能够多参观
博物馆，但是他尚且年幼，一个人来
参观并不让人放心。而他自己平时
工作很忙，如果周末带儿子参观的
话，博物馆人又太多，恐影响参观效
果。“采取预约制参观的夜场开放对
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真的是一个好
消息。可以错峰参观，让参观变得很
从容。”

上博今年首个“博物馆奇妙夜”上演
2000个预约参观名额一抢而空

戏剧“奥林匹克”大会
首次在上海举行

24家越剧院团汇演
鼓励青年演员“下基层”

如果说今年暑期上海的各大博物馆有什么值得期
待之处，那就是“博物馆奇妙夜”的日趋常态化。昨晚，
上海博物馆迎来了7月份的首个夜场，为了维护秩序，上
博采取预约参观制，2000个参观名额一抢而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按照计划，上海博物馆在7月26
日还有一个夜场。并且在7月19日
晚上7点举行“亚洲文明从‘异域之
风’到‘洲域之间’：中国认知中亚的
阶段及内在特征”讲座。上海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对青年报记者表示，7月
份的夜场开放只是试点，为今后的夜
场常态化提供经验。青年报记者了
解到，上博之前也尝试过举行“博物
馆奇妙夜”，如果夜场成为常态，则是
上博开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今夏，上海首次试点博物馆夜游
项目，于7月至9月，在黄浦区、宝山
区试点博物馆夜间开放工作。此次
被列入夜间开放试点的博物馆总计
14家，分别为位于黄浦区的上海博

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世博会博物馆、国际乒
联博物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海韬奋纪念馆、上海电信博物馆、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上海童涵春堂
中药博物馆、上海笔墨博物馆；位于
宝山区的上海陶行知纪念馆、闻道
园、上海龙现代美术馆。

之前有一些博物馆已经陆续开
始举行夜场。并为夜场开设了各种
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比如今年4月，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就在夜场里举
行了法国玻璃雕塑艺术家埃里克·邦
特亚洲首展。夜间开放的余德耀美
术馆则有谭平回顾展、雨屋，经由时
光的九次旅程等主题展区亮相。

雨夜家长带着孩子“轧闹猛”

多家博物馆将陆续开放夜场

观众对“博物馆奇妙夜”有着浓厚的兴趣。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