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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春节你准备去哪里“轧闹猛”？

A：再过几天我就要回阿根廷过年了。要到2月份才会回到上

海。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阿根廷，我已经有八年没有回去了，

他们想我，我也想他们。我会把自己在上海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与他们分享，当然也包括这次学的沪剧。

Q：阿根廷会过中国春节吗？你准备怎么过？

A：阿根廷现在是夏季，在夏天过春节，这就很奇妙了。我在中

国待的时间比在阿根廷要长得多，我和爸妈回到阿根廷也会去唐人

街吃饭，那里的中国人都过春节，年味很足。

QA 青年报×小莉娜

尽管是个名副其实的“上海通”，体验沪剧对小莉娜而
言却还是第一次。这位生于2005年的上海大学的阿根廷
留学生，与记者一起走进上海沪剧院，切身体验了一把沪
剧之美。指导她的正是上海沪剧院二级演员、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青年人才丁叶波。春节假期，小莉娜要回
到阿根廷。她表示，很迫切地想将这“上海的声音”唱给故
乡的亲人听。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沪韵传情，年味悠远

小莉娜换上“玉兰白露”旗袍跟着丁叶波学习沪剧。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小莉娜年仅6个月时就和
爸妈到上海生活，中文对她来说
形同母语，一点也不成问题，地
区方言对她而言仍有些挑战。
尽管还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但她
从小就沉浸在老上海的曲调
里。家里的黑胶唱机里总是传
出《夜上海》《灯火阑珊处》等歌
曲的旋律，襁褓之中的她都会酣
然而睡。谁又会想到，这个女娃
娃的家乡是以盛产激情似火的
探戈闻名于世的阿根廷。

对于沪剧，小莉娜是第一次
接触，却一点都不感到陌生。尤
其当丁叶波拿出三件旗袍让小
莉娜挑选试穿时，她一眼就认
出，那些唱老上海歌曲的歌者，

穿的不就是这样的旗袍吗？她
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竟与这座城
市如此亲近。

沪剧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装
旗袍戏”，《雷雨》《日出》等经典
之作呈现的都是旧时上海人家
的情感纠葛，所以这些旗袍都是
上海沪剧院的重要行头。丁叶
波给小莉娜介绍，三件旗袍之
中，一件是某水晶品牌的定制作
品，光彩夺目。另两件则出自苏
绣大师姚建萍之手，是旗袍之中
的上品。小莉娜一眼就相中了
姚大师的那件蓝底粉花的“玉兰
白露”旗袍。

丁叶波暗暗惊叹于小莉娜
的眼光。这件旗袍正是沪剧《日

出》主角陈白露所穿众多旗袍中
最惹眼的一件。蓝底所绣之花
为淡粉的玉兰，这是上海市花，
穿在陈白露身上，也喻示其美艳
端庄。

当小莉娜换好那件蓝底粉花
的旗袍缓缓走出，大家暗自惊
叹。代表东方韵味的旗袍穿在这
位来自南半球的外国姑娘身上，
竟也能碰撞出如此耀目的美。看
到大家眼底的赞美神色，小莉娜
这位热情的阿根廷姑娘略显腼腆
地低头不语。“小莉娜穿旗袍，打
一个沪语成语。”记者打趣地给大
家出题。谜底“弹眼落睛”这个词
用在身姿纤长、眼若繁星的小莉
娜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跨越南北半球的年味

中国人过年是要贴窗花
的。可以说，那红色的剪纸是沪
剧《白毛女》的一个重要道具。
丁叶波告诉小莉娜，相比那些富
裕人家，白毛女家境贫寒，但他
们也要追求年味，所以就将红纸
剪成形状各异的窗花，贴在窗
上，显得有几分喜气。

海派剪纸也是上海著名的
非遗，所以在教唱前，丁叶波决
定先让小莉娜体验一下剪纸。
这位心灵手巧的女孩只要稍微
指导一下就能上手，不一会儿就
剪出了一只小鸟和一只风筝。
小莉娜对记者说，这窗花是中国
人冬天的时候贴在窗上，就像一
朵朵雪花。而那一朵朵样貌别
致的红色“雪花”，贴在窗上，阳
光透过来，很是喜庆的，这就是
中国人新年的“年味”吧。

“我的故乡阿根廷，在中国
人过年的时候正是夏季，真的很
热，穿短袖都出汗！”今年春节，
小莉娜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回阿
根廷度假，一想起马上就要在中
国过春节的时候穿短袖和裙子，
她就觉得很奇妙。

小莉娜已经八年没有回去
了，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表
哥表姐都在阿根廷等她，他们想她
了，她也想他们了。“我会和他们
讲，我在中国、在上海所见到的一
切。会和他们说，我又学习了一种
中国戏曲，叫沪剧，那是‘上海的声
音’，太好听了！”小莉娜告诉记者，
上海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待在上海
的时间远比第一故乡阿根廷要长
得多，所以每次回阿根廷，她还会
经常去唐人街，去吃吃中国菜，好
像从未离开中国。

对于以“西装旗袍戏”著称
的沪剧来说，旗袍着身如此出挑
的小莉娜自然算先天条件极好
的。当然，要学好沪剧，还必须
有良师引路，丁叶波在这方面自
然是当仁不让的。

身为二级演员的丁叶波，是
上海沪剧院青年优秀演员的代
表，他师承沪剧表演艺术家钱思
剑，是袁滨忠大师的第三代传
人。丁叶波告诉小莉娜，中国的
戏曲博大精深，流派纷呈，每个
流派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温柔
婉转，有的则是行腔清亮高亢，

表演刚柔相济。
丁叶波在现场示范了沪剧

里“为你打开一扇窗”的一个片
段。那悠扬的旋律恰如其分地
呈现了主角的内心，一分多钟的
演唱，让即便从没有听过沪剧的
小莉娜都陶醉了。“太美了！”她
拍手称道。而这短短的一段演
唱其实对演员行腔运气控制的
要求极高，1992年出生的丁叶
波为此也付出了 20 多年的心
血。小莉娜8岁起就开始学习
流行音乐的演唱，至今也已12
年了，演员成才之艰辛，小莉娜

是感同身受的。
临近中国的蛇年春节，所以

这次丁叶波特地选了沪剧《白毛
女》的片段“扎红头绳”来让小莉
娜体验。“北风吹，雪花飘，雪花
飘飘年来到/一张红纸剪了两只
鸟，鸳鸯相对多么要好/纸鸟配
得好，两颗心一条，朝朝暮暮两
相好。”那抑扬顿挫的旋律，把

“年来到”的氛围烘托得很好。
这一点小莉娜也能感受到。

因为有扎实的音乐歌唱功
底，小莉娜学唱速度惊人，引得
丁叶波也不住地赞叹：“很厉害
的嘛！”唯独有一些唱词的咬字，
小莉娜花了一番力气。沪剧唱
的是沪语，老派传统沪语是分

“尖团音”的。唱词里的“飘”和
“只”，小莉娜一开始总是发不准
音，丁叶波就耐心相授，练了多
遍之后，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
来到。”当手拿着剪纸，身着“玉兰
白露”旗袍的小莉娜独立完成这一
句唱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
一个第一次接触沪剧的人。

红头绳扎年味

陌生又亲近的沪剧

丁叶波拿出三件旗袍让小莉娜挑选试穿。

小莉娜体验海派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