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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汇文 体

! ! ! !本报香港今日电 （记者
乐梦融）自 !"#$年初在网上爆
红至今，余秀华的名气早已“穿
越了大半个中国”，她的诗在华
语地区传播甚广。在 #%日晚间
出席饶宗颐文化馆的名作家交
流晚宴后，回程途中与儿子同
行的余秀华被多位香港读者认
出，她被书迷们求合影签名。此
时，她还未做公开演讲。

内地农民女诗人余秀华将
以名作家讲座的嘉宾身份受邀
来到香港，首度在境外公开演
讲。因诗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
睡你》火遍内地的湖北农妇余
秀华，被安排与香港著名诗人
廖伟棠展开对谈，还接受了一
场个人的媒体访问会。余秀华

谦虚说道：“我知道来香港书展
做过演讲或对谈的作家，都是
很有成就的作家。我感到自己
非常渺小，没有自信，很紧张。
我甚至都不敢昂着头走路了。”
昨天下午，余秀华接受访问时
心情不差。她多次提到自己很
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去香
港，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港书展
做公开演讲。

余秀华向香港读者介绍自
己的诗集，收到的掌声几乎是
最响亮的。她的诗集《月光落在
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繁
体中文版，在香港地区出版了。

亚洲参观人数最多的图书
盛会香港书展昨天起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开幕。今年已经走到

!%届的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
读世界·一读钟情”为主题，汇聚
来自逾 &"个国家及地区、总共
超过 $'"家参展商，将带来超过
&$"场文化活动。

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是历年
以来的一个重头戏，褒奖上一年
度为香港文化做出特别贡献的
学者、作家。今年香港书展推选
出的年度作家，是著名人文学者
李欧梵教授!见图"。李欧梵生于
内地，之后移居中国台湾，曾与
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
学》杂志，大学后到美国深造，现
任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
化讲座教授。他醉心近代中国文
学研究，鲁迅和张爱玲等都是他
的研究对象。

! ! ! !经过一年的重新打磨，上海大剧院与上海京剧院合作
创排的京剧《金缕曲》，将于今明两天重登大剧院的舞台。而
同样作为大剧院“厅团合作”的项目之一，(月底即将上演
的现代芭蕾《长恨歌》，则是基于此前运作的成功经验，再一
次展开的原创之旅。《金缕曲》的重演和《长恨歌》的首演，似
乎印证了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的一句话：“我们不想仅
仅做一个演出码头，而是要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
“大剧院是一个展示优秀作品的舞台，也是中外艺术交

融的窗口。最开始，大剧院的定位是艺术性、经典性和国际
性的作品，之后又增强了原创性。”张笑丁用一幕幕在这里
上演过的经典剧目，串起了大剧院这十多年来“厅团合作”
的发展历程。
从 )***年大剧院版《红楼梦》开始，大剧院就和沪上多

家院团有了“厅团合作”：如与上海京剧院合作的《金缕曲》
《杨门女将》，和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合作的《春江花月夜》。
!+)"年，大剧院与上海芭蕾舞团联合创排了《胡桃夹子》，
该剧成为大剧院每年圣诞的常规演出；根据世界名著改编
的现代芭蕾《简·爱》则经受了国内巡演和海外演出的考验，
获得国内舞蹈最高奖项“荷花奖”的四金一银五项大奖，并
已经在收回投资成本的基础上获得盈利。
“在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院团的艺术品质自然是放在

第一位的。”张笑丁表示，一旦确定合作对象，大剧院就会在
投资、制作、编导、宣传和演出场地上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以《金缕曲》为例，厅团双方从创作前期共同介入，各自

发挥能量。大剧院从剧本编写之初便参与进去，共同策划，
所以整个编创过程是“厅团”双方磨合的过程。而今年引发
轰动的昆曲《春江花月夜》，是大剧院首次和上海的民营院
团合作。该剧最后一个多月的排练冲刺阶段，演员一天三班
的排练都在大剧院。
在大剧院方面看来，联合制作的模式有很多好处：可以

为演员提供更多演出机会，积累中西方文化体验；能降低单
方的投资成本，共担投资风险；可以依托大剧院。
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表示，合作剧目对于院团来说

也是益处多多，除了场租减免之外，剧院会主动解决剧团在
推广、创排、进场后遇到的诸多问题。“客观地讲，就是一个
脑子和两个脑子的问题。多一个脑袋思考，比少一个好。”
上海越剧院与上海大剧院合作的大剧院版《红楼梦》，

从 )***年首演至今已有 ,"余场。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认
为，就剧目影响力来说，厅团合作比院团单打独斗要好得
多。“因为是联合制作，所以剧院方面会相当主动。合作的模
式使得双方责任心加强，工作中的和谐度也要好得多。”

本报记者 张艺 王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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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大半个中国”去念诗
农民诗人余秀华在香港书展受热捧

上海文化研究者李欧梵荣膺年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