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文化 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文学与交响完成了跨时空对话
创作于1597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莎翁最具诗性光辉的戏剧典范。作品
以意大利维罗纳城为背景，围绕蒙太古与
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以大量十四行
诗体对白与素体韵文的交替，谱写了一曲
自由意志与封建桎梏激烈碰撞的青春挽
歌。1935年，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
为这部不朽之作注入了第二重生命。他
创造性地运用主导动机手法，为每个主要
角色谱写标志性旋律，将该经典改编为三
幕芭蕾舞剧，并使其因强烈的戏剧张力和
细腻的情感刻画，逐渐脱离舞台成为独立
演奏的音乐会保留曲目。

交响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翁
的诗性文本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叙事之
间搭建起了一座新的桥梁。焦元溥重构
了原著文本，将五幕诗剧浓缩为适配交响
乐剧的叙事框架，并将素体诗转化为适配
单人叙述的精炼台词，形成全新的演绎逻
辑；张洁敏带领宁波交响乐团，将普罗科
菲耶夫的芭蕾舞剧交响乐以戏剧脉络呈
现；王耀庆则用百变声线演绎剧中15个
角色，台词穿插在普罗科菲耶夫极具诉说
性与画面感的配乐中，令二者构建出前所
未有的艺术效果。

从旁白、罗密欧、朱丽叶，到提巴特、
马库修，甚至朱丽叶的奶妈，在交响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王耀庆在普罗科菲
耶夫浓烈而变化复杂的音乐中，快速切换
不同角色的身份与情感，在有限时间里铺
陈出莎士比亚原作中的情感起伏与人物
命运。面对作品中年龄、性别特征趋同的
大量青少年角色，王耀庆通过语气节奏、

呼吸方式的精细调控实现辨识度，在保持
台词诗性韵律的同时，在声音演绎中传达
出文本的多重意蕴，肆意挥洒“青春的荷
尔蒙”，令观众在听觉与情感层面同步体
验这段关于青春与时间、冲动与宿命的爱
情悲歌。

不过，王耀庆本人很谦虚地表示，这
并不是分饰了15个角色，“我只是介绍了
15个角色，就像妈妈给小孩说故事一样，
而且感谢现代科技的发达，字幕上面都会
显示是谁在说话，大家就更能够分辨得出
来不同的角色”。

相比于串联这么多的角色，王耀庆
觉得舞台上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在台
上表演时，需要不停关注指挥的动态，以
确保在正确的节拍里与音乐融合在一
起”。不过，王耀庆对古典音乐有着很多
的热爱，大学时，他在影展看到关于加拿
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古尔德的32个
短片》，“大受震撼”，看完就去买了全套
的古尔德钢琴作品，“听得如痴如醉”。
随后又开始听古典乐电台，他说，“舞台
剧演员需要对音乐有领悟，熟悉音乐并
对音乐有感觉”。

确实，在现场的演出中，他比一般演
员对古典乐了解更多，也让张洁敏对于他
的表现赞不绝口，“演员需要抓住每一个
机会去感动人，这需要很深的功夫”。

创新方式让年轻人走进剧院
在电视、电影、舞台表演、主持与朗诵

领域均有着丰富经验的演员王耀庆此番
出演，既是一次与旧友再度携手的艺术挑
战，也是一次时隔数年的回归。早在2010
年，王耀庆曾与香港导演林奕华、编剧张

艾嘉合作话剧《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
在东方艺术中心连演4场，给沪上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此次再登东艺舞台，王耀庆
带来又一次极致的舞台尝试。

“交响乐剧的形式，其实还是本着推
广古典乐的目的，所以不管是上次的《培
尔·金特》还是这次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们首先是选定了想要推荐的音乐，然后
由我来说这个故事，当故事进行到哪里的
时候，配乐就会发生，同时解释这个配乐
为什么会这么写，让大家更了解音乐里面
的画面为什么会这么设计。”王耀庆说。

张洁敏觉得，这样的创新方式，能够
吸引年轻人走进古典音乐的现场，“可能
之前很多看耀庆老师的戏的年轻人，不会
走进交响乐，上海也有很多的古典乐迷，
可能也不会去看剧，它可以把喜欢交响乐
的观众和不喜欢交响乐的观众都拉到一
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不过，因为观众群不同，彼此带着挑

剔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融合，也在所难免。
就有人调侃王耀庆“是否还能串联故事中
很热烈的年轻的爱情”，王耀庆大笑说“这
个问题太伤人了”：“我个人是非常享受这
个情绪的，因为你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
候，要尝试着用那个年龄、那个心情、那样
的情绪去诉说那个故事，爱不分年龄，到
多少岁都还是有爱的能量。”

焦元溥曾在英国留学4年，从罗宾·
艾金森、朱迪·丹奇到裘德·洛、卷福，他发
现英国演员都热衷于在舞台上摸爬滚打，

“男演员年轻时都想挑战《哈姆雷特》，年
老时都想挑战《李尔王》”，“无论有多大成
就、无论多大牌的明星，评论家和观众都
毫不留情，非常严苛”。

焦元溥观察，舞台会让演员谦卑、不
断进步，“舞台上会有千奇百怪的状况，演
员要做好150%以上的准备，才能临场应
对。这是王耀庆能不断进步的原因，所以
我们的作品越改越难，他都能做到”。

“我在剧中，其实是个说书人。”演员王耀庆说。他在5月7日晚，和指挥家张洁敏
带领的宁波交响乐团以及著名乐评人焦元溥一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以交
响乐剧的形式，完美演绎了莎翁的经典爱情传奇《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也是三方继交
响乐剧《培尔·金特》之后的再度合作，文学与音乐交融的艺术盛宴，延续了东艺五月演
出的温暖序章。新颖的方式，吸引了爱看戏和爱听古典的各方观众。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继8天前首航北京之后，5月
7日“上博号”大飞机再次起飞，这回去的
是成都。这架机身喷涂上海博物馆馆名
和馆标，融合青铜器纹饰元素的客机，也
成为了世界首架飞越全球的中国古代艺
术博物馆主题飞机。

上午 9 点 15 分，近百名旅客搭乘
MU5403“上博号”主题航班，从上海飞赴成
都，这架“空中博物馆”令很多乘客都感到
欣喜。记者注意到，上博元素在这架飞机
上无处不在。机身喷涂有上海博物馆的
馆名和馆标，以雅致清新的江南春绿为主
色调，搭配青铜器的纹饰元素，如兽面纹、
波曲纹与几何纹等，这些纹饰源自上海博
物馆馆藏的青铜器珍品，化作波澜起伏而
富有节奏感的纹饰组合装饰于修长机身，
在一众飞机中富有辨识度。

除了机身喷涂之外，迎接乘客的机场
工作人员身着古埃及服装，让人眼前一
亮，这显然呼应了上博已经火了10个月
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机舱内部座椅，则按照中国古代青铜
器的发展时序排列。行李架、小桌板、座椅
头垫等显眼位置布置了30余件上博馆藏青
铜器图案，并配有文物说明和特色纹饰。送

餐的饮料杯则以唐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
元素作为杯托，这件上博镇馆之宝在东馆书
画馆开馆之时陈列于第一展厅。

在3个小时的旅程中，工作人员还和
乘客进行了有趣的现场有奖问答，答对者
可以获得各色精美的上博文创。这是一
个“交互型飞行客舱”，乘客通过座椅屏幕
可点播上海博物馆独家导览视频与纪录
片。同时还有中英双语杂志《飞阅上博：
上海博物馆的27个关键词》随行，供旅客
随时取阅，新一期杂志提炼出关于上海博
物馆的27个关键词，为旅客介绍了上博
的历史发展、艺术珍藏，以及正在进行的
展览等。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通过机上广播
向旅客致辞：“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乘坐

‘上博号’彩绘大飞机，开启这段艺术之
旅。‘上博号’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
一座不断焕新的空中博物馆。在今天的旅
程中，我们换了一种形式在空中展出文
物。希望大家享受这段空中博物馆之旅。”

记者了解到，无论是飞北京还是成
都，都是这架“上博号”飞机的小试牛刀。
据东航方面介绍，这架主题彩绘飞机未来
将主要执飞欧美等国际远程航线，同时兼
顾国内外重要航点。借助东航覆盖全球
的航网优势，这架彩绘飞机会把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展现给世界各地的旅客。
乘客如何可以坐上“上博号”彩绘大

飞机呢？东航方面相关人士介绍，“上博
号”飞机具体执飞哪条航线是随机安排
的，不过乘客在购买机票时可以留意航班
信息是否标注有“上博号”，可以在购票时

留意。
褚晓波馆长还透露，这架飞机上的文

物主题还会进行年度焕新，“每年，它都将
根据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特色，进行文物主
题轮换展示，为海内外旅客铺展一幅中国
古代艺术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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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沪上首演亮相东艺

一次音乐与戏剧的奇妙碰撞

“上博号”开启文化云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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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内关于青铜器文化的海报。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