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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杂技剧《天山雪》本身就是一
部以对口援疆为背景，讲述70多年上海援
疆建设成果的作品。这两天，《天山雪》在
上音歌剧院为上海市援外干部开展新春专
场慰问演出，向他们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
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出品的杂技剧《天
山雪》，是继《战上海》之后的第二部海派
杂技剧。该剧用创新的杂技艺术语汇生
动讲述沪疆两地三代人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建设新疆的故事。在演员方面，《天

山雪》也是上海和新疆两地杂技人共同合
作的结果。其中一批新疆艺术剧院杂技
团的参演演员就来自13年前的上海杂技
新疆班。他们中有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
新疆杂技的顶梁柱。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天山雪》第二
次为援疆干部和各族群众进行演出。去
年11月，《天山雪》在结束了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首演演出后，剧组跨越五千多
公里，奔赴新疆地区六个市县，开展“文化
润疆”的巡演活动，通过真情实感的演绎
和精彩的技艺，让百万新疆观众深切地感
受到了沪疆两地人民之间的情深意浓。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一曲《相和歌》悠悠，数位舞
者在盘鼓上纵跃腾踏，舞出汉唐舞蹈的
博大风骨；《祥龙献瑞》中起伏腾挪的舞
龙身姿，承载中华民族的千年记忆……
法国芭蕾巨星们在中国舞者的带领下，
一同置身于喜气洋洋、充满希冀的气氛
中。有芭蕾明星坦言：“我最喜欢的上海
地标是豫园的灯会。”这几天，身在上海
的巴黎歌剧院芭蕾明星工作之余已经走
到上海街头，感受上海浓浓的年味。

2月22日中午，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召
开了巴黎歌剧院芭蕾明星精品荟萃媒体
见面会。见面会由明星舞者访谈、中外
舞蹈交流、舞龙表演及互动、赠送龙灯等
环节组成，东艺在中外舞蹈以及文化交
流的欢乐图景中迎来龙年开年的第一部
大戏。2月23日-24日，由明星舞者领
衔，来自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11位舞
者将亮相东艺，带来芭蕾Gala，从古典、浪
漫到现代的10部经典作品的精彩舞段。

11位顶尖舞者演绎足尖传奇
在世界六大芭蕾学派中，法国学派

尤以优雅细腻的风格和自由浪漫的气质
而独树一帜。18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
叶，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一直是世界芭
蕾艺术的中心，也是浪漫主义芭蕾的起
源地，《仙女》《吉赛尔》《葛蓓莉亚》等经
典芭蕾舞剧均诞生于此。

独特晋级制度延续芭蕾“纯正血
统”，舞团的舞者均是从世界各地选拔而

出的天选之子，无论气质外貌还是舞蹈
技巧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此次来沪的
11位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包括2
位明星舞者多萝茜·吉尔伯特、马休·加
尼奥，3位首席舞者艾洛伊兹·博登、伊
内斯·麦景图、杰里米·卢普·奎尔，1位
独舞亚历山大·博卡拉和3位领舞桑原
沙希、恩佐·索加尔、亚历山大·玛里安诺
夫斯基以及群舞演员丽莎·盖拉德-博
尔托洛蒂、内森·比松。

作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芭蕾演出形式
之一，芭蕾Gala将不同舞剧中的精髓舞
段单独选出，与顶尖舞者一同浓缩于一
场演出中。2024年2月，东艺的演出将从
时间跨度上纵贯三百年，包含从古典主
义时期的代表作《天鹅湖》，到浪漫主义
时期的代表作《吉赛尔》《堂·吉诃德》，以
及现代芭蕾《练习曲》等10部经典作品。

演出由舞团前总监努里耶夫编舞的
《雷蒙达》六人舞开场。《雷蒙达》是一部
伟大的经典舞剧，由圣彼得堡帝国剧院
（即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大师彼季帕和
作曲家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创作完
成。舞团前总监努里耶夫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分别为巴黎歌剧院和美国芭蕾舞
团制作过新的版本，成了这部作品的现
代演绎标准版。

这一经典的展现，使得Gala一开场
便留下了令人深刻的震撼。此外，同样
由努里耶夫编舞的《天鹅湖》《堂·吉诃
德》等以技巧难度之高而被认为是一流
芭蕾演员试金石的作品也将让观众尽享
视听双重盛宴。

此次不仅有古典芭蕾，巴黎歌剧院
舞者们在现代芭蕾上的造诣同样令人惊
叹，数位编舞大师的精华作品也将一一
亮相：乔治·巴兰钦的经典作品《谁在乎》
选段、莫里斯·贝嘉编舞创作的《巴克蒂
三世》双人舞、约翰·诺伊梅尔的《春去秋
来》、威廉·福赛斯的《多少悬在半空中》
选段以及哈罗德·兰德尔编舞的《练习
曲》（终曲）等都将由舞者们一一展现。

中法大师课开启跨文化交流
东艺作为沪上城市的地标式建筑和

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一环，2023/2024春
夏演出季将有更多法式风情的演出在路
上：巴黎圣母院首席管风琴大师奥利维
耶·拉特利将于3月再度来到东艺奏响
辉煌之声，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
团将于4月首次来华，波尔多国家歌剧
院芭蕾舞团将于5月献演《仙女》……

除了搭建展示舞台，引进国际一流演
出，东艺趁着此次世界名团“驻留”申城的
难得机会，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为庆祝及增进中法两国在艺术领域的交
流提供平台。发布会现场，中法舞者的中
国舞教学开启了文化艺术层面的深入交
流，而由三林非遗舞龙队带来的舞龙体验
也在民俗文化层面上添上轻松一笔。

此外，本次巴黎歌剧院舞者们的到
访也为上海的美育大课堂画上浓墨重
彩。一周时间里，舞者们与上海戏剧学
院舞蹈学院芭蕾专业的学生们同台练
功，为来自东艺艺教芭蕾舞团的孩子们
亲授大师课。

原版《剧院魅影》
今夏再度归来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对很多新兴音
乐剧市场来说，1986年诞生于伦敦的《剧
院魅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引
进，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当地音乐剧产
业的发展，对中国市场来说同样如此。

“从2004年原版《剧院魅影》首度来到中
国，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0场，至今几乎
是每10年来一次的节奏，而它的每次到
来，都见证了中国音乐剧产业的发展新
阶段。”今年7月，这部剧将第三次来华，
举行大规模的全国巡演，主办方上海文
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告诉记者，如今
的中国音乐剧产业，已经到了开始深度
参与国际音乐剧市场的新高度。

《剧院魅影》的影响力无需赘言，在
很多音乐剧爱好者心中，它是世界四大
经典之一。自1986年于伦敦首演以来，
它已到访过46个国家的193座城市，吸
引超过1.6亿观众，并斩获70余个戏剧奖
项。

上海也是《剧院魅影》此前已经两次
涉足的城市。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
清晰地记得，2004年它在大剧院的演出
盛况，“它是当年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
随后的2013年至2015年，原版《剧院魅
影》相继造访上海、广州、北京，场场爆
满，一票难求。

此外，2023年5月，中英联合打造的
《剧院魅影》中文版作为魅影第18个语言
版本在上海拉开帷幕，开启为期6个半月
的全国巡演，在9座城市上演159场，获
超1.5亿元票房，其中上海站连演34天
40场，票房超4850万元，创中文版音乐剧
历史最佳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来华巡演的原
版《剧院魅影》，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
品，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全国运营，与柯
十路北美集团和英国真正好集团联合呈
现，将忠实再现由卡梅隆·麦金托什与英
国真正好集团出品于1986年延续至今的
经典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原版《剧院魅
影》指的是采用了哈洛德·普林斯的导演
编排、吉莉安·琳恩的调度编排和编舞、
玛丽亚·伯约森的服装制作及布景设计
的经典版本，在全球范围内，届时仅在英
国伦敦西区和中国能观看到英文演出的
原版魅影。

从此次中国巡演的卡司阵容也能颇
见分量——“魅影”一角将由乔纳森·洛
斯莫夫出演，“劳尔·沙尼子爵”则将由马
特·利西担纲，两位演员均曾参与此前的
《剧院魅影》国际巡演演出，并受到全球
观众的喜爱。

近两年，上海音乐剧市场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据上海市文旅局数据显示，
2023年仅在全市专业剧场上演的音乐剧
就有近3000场。井喷之势，证明了这个
艺术形式的魅力，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
的音乐剧产业的发展走向纵深。“我们接
下来要做的，就是打造出我们自己的优
秀作品，带到国际演出市场上去，成为新
的经典。”马晨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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