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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广为人知的越剧《红楼
梦》是“徐（玉兰）王（文娟）”版《红楼
梦》，这和当年此版被拍成戏曲电影
也有关系。不过其实越剧尹派的开
派宗师尹桂芳是最早演《红楼梦》
的，尹派宝玉也是很多戏迷心中的
经典。

“越剧王子”赵志刚是尹桂芳的
高足，他在2000年曾在上海大剧院
演过“尹（桂芳）袁（雪芬）”的《红楼
梦》，在戏迷中引起了轰动。陈湜曾
拜师越剧开派宗师吕瑞英和傅全
香，此次二人合演“尹（桂芳）、吕（瑞
英）”版《红楼梦》，是一个全新版本
的《红楼梦》，尤其是陈湜以甜润委
婉的吕派所塑造的全新待遇形象，
可谓新意迭出，会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

而此次“尹吕”版《红楼梦》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沉浸式”。赵志刚对
青年报记者透露，此次演出选址上
海中心举行。上海中心37楼有一个
珐琅厅，此地拥有世界最大的景泰
蓝地面，由 134 名良工巧匠累计投
入32万多个小时精力完成。而位于
38楼的半亩园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
园林，采用的是真山真水，十分别致
雅趣。这也是世界最高的中国园
林。

而所谓“沉浸式”越剧《红楼梦》，
赵志刚介绍说，他们会先在半亩园中
上演“黛玉葬花”一段，所有的舞台布
景都是在园林实景中完成，届时观众
看戏如入大观园，别有一番情趣。而
后面大部分演出则会移步到珐琅厅
完成。宝玉和黛玉所佩戴的珠宝玉
器，包括宝玉的通灵宝玉、黛玉的白
玉簪、白玉镯、宝钗的金锁等都是度
身定制的实打实的真品。而所有的
舞台、舞美、灯光和服装的变革，都是
为了确保150位观众能获得零距离
的视觉和听觉感受。

另据了解，12月1日，是越剧表
演艺术家、尹派艺术创始人尹桂芳大
师的生日，“流芳”——越剧宗师尹
桂芳诞辰百年图文展”12月 3日也
将在上海中心38楼匠心环廊倾情开
幕，12 月 3-8 日对公众免费开放。
展出以“看图说话”的方式再现大师
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她在舞台上塑
造的近百个经典艺术形象。其中，
除了福建芳华越剧院、上海越剧艺
术研究中心提供的尹桂芳先生大量
图文资料及生前的戏服等原件外，
有些照片和资料是上海尹派知音会
及广大戏迷为此次展览特别提供
的，此次展览的很多图片及实物乃
首次与广大公众见面。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日前，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深圳交响乐团
委约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大
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正式登陆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的舞台。作曲家本人也为之撰文：

“身为中国人，我对这片生我养我
的土地充满爱恋；作为艺术家，我
对用心用情赞美我的祖国肩负使
命。”

当晚的演出，由深交音乐总监、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副主任林大叶
指挥，美籍韩裔钢琴家沈惠莲、青年
巴扬演奏家毛俊澔、被誉为中国新美
声的优秀青年歌唱家张妮与乐团合
作演出，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与
上海“氤”艺术合唱团共同唱响《我的
祖国》。

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创作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这
一重要历史节点，整部作品由“光荣
与梦想”“东方诗韵”“雪域抒怀”“春
到边寨”“丝路音画”“大地之歌”“我
的祖国”七个乐章构成。它是作曲家
以赤子般的情怀讴歌赞美我们伟大
祖国的一部鸿篇巨作。全曲主题鲜
明、气势磅礴、浪漫温馨、色彩斑斓。

在以交响乐队为演奏主体的同时，穿
插了钢琴、巴扬、女高音与乐队的协
奏形式，并融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和
经典歌曲旋律，像一首首流动的诗，
一幅幅壮美的画。

“虽说音乐无国界，但音乐家却
不能没有自己的根。捷克作曲家斯
美塔那创作于 1874-1879 年间的
《我的祖国》至今仍响彻世界，温暖人
心，让我们感受到大美的力量，至爱
的崇高。”张千一说。

今年4月份至今，这部优秀交响
乐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奏响，如深
圳、澳门、兰州、西安、延安等，并被深
圳交响乐团带往欧洲，在斯洛文尼
亚、意大利、德国三个国家的五个城
市演出。深圳交响乐团团长聂冰透
露，在纽伦堡的演出让大家印象深
刻。当交响曲转入第七乐章后，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的合唱响起，不少人立时热泪盈眶，

“旋律的感染力非常大，它是中国人
的家国情怀，也是献给世界的和平
颂。”

张千一也在撰文中表示，其实，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作曲家都写过

“我的祖国”，“那是因为，在我们每一
个人的心中，祖国永远都是最值得骄
傲、最值得歌颂的伟大母亲。”

都知道越剧《红楼梦》是经典，但其实这个
经典有很多版本。为纪念越剧宗师尹桂芳诞辰
100周年，“尹吕”版沉浸式越剧《红楼梦》12月
7、8日将上演于上海。领衔主演者是著名尹派
越剧小生、“越剧王子”赵志刚和“越剧公主”陈
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深交《我的祖国》亮相艺术节

音符里 祖国是至高无上的主题

《我的祖国》唤起了上海观众内心汹涌的爱国之情。

中国最高园林
献演“黛玉葬花”
体验沉浸式越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