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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开启，追光灯下，梅兰芳的三重

身影相继出现：少年时期，抬头望鸽练习

眼神；青年时期，一袭青衣、身段袅袅；中

年时期，蓄须明志、勾画傲雪梅花……日

前，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北京北青文

化艺术公司出品的原创音乐剧《梅》在上

海首演。

《梅》以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将京剧

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从抗战胜利到上海

解放期间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他对

京剧的挚爱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该剧

即将在北京上演。

个体抉择折射时代变迁

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派艺术创始人

……梅兰芳身上有许多标签。对于他生

于梨园世家，年少学艺登台，一唱艳绝群

芳 的 故 事 ，人 们 大 多 耳 熟 能 详 。 不 过 ，

《梅》选择以 1945 年抗战胜利，梅兰芳时隔

8 年再度登台作为故事的起点。编剧池浚

说：“音乐剧从一位艺术家的角度，抒写个

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关系，以个体抉择折

射时代的伟大变迁。”

整部剧分为序曲、复出、前途、传承、

离乱、去留、尾声。从主题词中不难管窥

梅兰芳在人生后半程所经历的波折与起

伏。往事桩桩件件，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中，选择和呈现哪些，如何平衡真实历史

与戏剧的艺术化处理，怎样通盘考虑音乐

结构和戏剧张力，对创排团队来说都是难

题。两年多的创排过程中，团队翻阅大量

资料，审慎考证史实，反复调整打磨，最终

呈现出现在的模样。

舞台上，古戏台的意象反复出现，也

是整个舞台的视觉支撑，契合梅兰芳一生

唱戏、一生爱戏的形象。“在那个战乱纷扰

的时代，古戏台建筑的拆分象征梅兰芳心

中舞台的变化。梅先生的所思所想都融

化在舞台上，铺陈在牵动人心的空间里。”

舞美及服装设计师边文彤介绍。此外，中

式建筑屋檐、上海石库门等元素的加入，

灯光、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的辅助，共同

营造了舞台视觉的丰富魅力。

跨界探索展现融合魅力

作为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事曾

被文学作品、电影、纪录片等一次次讲述，

《梅》尝试了音乐剧的叙事方式。“希望通过

音乐剧这种相对时尚、契合年轻人喜好的

样式，让更多人走近他。”总策划张洪生说。

这是一次中西合璧的跨界探索。京

剧和音乐剧曾经山迢水遥，彼此不闻。如

今，国粹雅韵与恢弘交响在舞台上相遇，

产生了奇妙的混响。“音乐表达上，融合是

最显著的特征。”导演、作曲张笛笛说。整

体音乐风格体现出“国际范”，雄浑激越的

交响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展现当时动

荡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

碰撞。但细细聆听，也能品出“中国风”。

在创作过程中，张笛笛听了大量京剧名

段，并从《贵妃醉酒》等经典唱段里撷取适

合的音型加入其中。同时，为了更加贴近

人物角色，剧中梅兰芳的唱段在旋律线条

上也融入许多京剧特征，听来高低婉转、

清亮柔美，塑造出梅兰芳云淡风轻却自有

浩瀚天地的内心世界。

这 也 是 一 次 古 今 文 化 的 交 流 碰 撞 。

《梅》运用两处“戏中戏”舞台——《游园惊

梦》和《穆桂英挂帅》，演绎梅兰芳复出后

的首场演出以及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并

且邀请专业旦角演员登台演唱。在这个

现代舞台上，类似的戏曲元素比比皆是。

从青衣舞蹈的甩袖，到手部兰花指法的剪

影呈现，再到梅兰芳指导徒弟练习动作的

片段……一招一式、唱念做打，展示了京

剧的生动气韵，也带领观众充分感受戏曲

艺术的魅力。

“目前国内音乐剧市场上引进剧目较

多。这部音乐剧是一次尝试，希望找到中

国音乐剧的一种风格，既体现戏曲韵味，

又符合当代审美，让观众产生共鸣。”张笛

笛表示。

艺术表达传递家国情怀

《梅》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

上海。为了让演员刻画立得住的人物形

象，创排团队一边在台词等方面下功夫，

还原年代感，另一方面要求演员接受专业

戏 曲 训 练 ，从 身 段 等 细 节 上 更 加 贴 近

角色。

在艺术表达上，“他是梅兰芳”和“我是

梅兰芳”的双视角贯穿全剧并推进剧情。

同时，建构多重舞台的平行空间讲述故

事。在第四场中，梅兰芳爱徒李世芳意外

离世。舞台这侧，在后台准备演出的梅兰

芳得知消息，瘫倒在座椅上，句句唱词道出

心痛。舞台那侧，李世芳在纱帘后隐现。

两重舞台，跨越时空，遥遥相望。

值得一提的是，《梅》中还有草蛇灰线

之处，埋进舞台，又浮出水面。剧中梅兰

芳说：“座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铿锵有

力。而戏中戏舞台的《穆桂英挂帅》唱道：

“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同

样器宇轩昂。一句台词，一句戏词，一明

一暗，相互呼应，勾勒出梅兰芳的一身傲

骨英豪，有对戏曲的坚守与热爱，有深厚

的家国情怀。这也是《梅》想要传递的。

“ 这 些 精 神 不 会 过 时 ，需 要 弘 扬 。”张 洪

生说。

“大幕落你转身离去，留下梅兰芳华

传奇，锣鼓响又默水袖起，扇开合情字藏

粉墨……”《梅》的结尾，舞台上的演员一

同演唱。古戏台上，梅花片片飘落，大幕

缓缓落下。首演结束，不少观众依然沉浸

其中。

上图：音乐剧《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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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梅》探索跨界创新，融入京剧韵味

戏韵添新意 舞台增魅力
本报记者 管璇悦

一生唱戏、一生爱戏，
展现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
兰芳人生故事的原创音乐
剧《梅》日前首演。该剧以
中西合璧的形式，探索京
剧和音乐剧的融合演绎，
呈现出戏曲韵味与当代审
美契合、“中国风”与“国际
范”兼具的艺术魅力。

核心阅读
■文化市场新观察R

本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冯华、吴月辉）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研究员刘洋团队基于嫦娥四号巡视器获取

的具有超高空间分辨率的影像与光谱数据，首次在月表原位识别出了年

龄在一百万年以内的碳质球粒陨石撞击体残留物。上述成果近期发表在

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天文》上。

在嫦娥四号任务之前，人类曾在阿波罗样品中发现了碳质球粒陨石

碎片，但从未在月球表面通过遥感探测直接观测到碳质球粒陨石的撞击

体残留物。刘洋团队的发现表明，富含挥发分的碳质小行星的撞击可能

仍然为现在的月球提供水源。同时，该研究显示，比较年轻的月表物质

（如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存在撞击体残留物的可能性。而对这些可能存

在于嫦娥五号样品中撞击体残留物的直接分析，将对地月系统撞击体成

分和类型的演变历史提供重要参考，并有望对太阳系轨道动力学演化进

行进一步约束，增进对内太阳系撞击历史的了解。

我国首次在月表观测到碳质撞击体残留物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冯华）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1 月，

我国“天问一号”与欧空局“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开展了“祝融号”火

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轨中继通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试验前，双方向各自探测器上行指令做好试验准备。在约定

时刻，由“祝融号”向“火星快车”发送测试数据，通信距离约 4000 千米，通

信时长 10 分钟。“火星快车”接收数据后转发给欧空局所属深空测控站，

测控站接收后发送给欧洲空间操作中心，后者再转发至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由中方技术团队解译后，判读数据的正确性。

根据数据判读分析结果，双方任务团队确认“祝融号”和“火星快车”

配置的中继通信设备接口匹配，符合国际标准，传输数据内容完整正确，

试验取得成功。后续，双方将在本阶段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科学数

据中继通信合作。

截至 12月 1日，“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 196个火星日，累计

行驶 1297米，获取巡视探测原始科学数据约 10GB，能源充足、状态良好。

中欧火星探测器成功开展在轨中继通信试验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本报兰州 12 月 2 日电 （记者付文）2日，第二届黄河流域教育高质量

发展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本届论坛以“携手共建黄河九省区教育共同

体”为主题，会上发布了《黄河流域九省区“十四五”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据介绍，经九省区教育厅协商一致，决定共同推进“十四五”教育协同

发展“九大行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协同发展行动，促进九省区基础教育

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同发展行动，协同服务技能社会建设；高

等教育集群创新协同发展行动，着力打造黄河流域高等教育发展新引擎；

人才队伍交流合作协同发展行动；科技创新赋能驱动协同发展行动，建立

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互联网+教育”共享融通协同发展行动，共建共

享数字教育资源；“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协同发展行动，共同推进新时代教

育对外开放工作；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协同发展行动，推进区域就业创业一

体化进程；综合改革释能突破协同发展行动，建立黄河流域教育综合改革

的区域协作机制。

第二届黄河流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