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夏琦）为加强
与参观者的互动，巴金故居近日以
“走进巴金故居”为主题向社会各
界公开征文。征文面向所有曾经走
进巴金故居的参观者，分为学生组

（包括高中及以下年级）和成人组
两类。题材可为散文、随笔等，字数
不限。投稿时间为即日起至 !月 "#

日。
投稿者可将征文以主体帖形式

发表在巴金文学馆论坛“走进巴金
故居”征文栏目下，也可将征文和作
者信息表发至 $%&'()&*+!,-./0或
邮寄至武康路 ++,号巴金故居，邮
编 "###,+，信封上注明“走进巴金
故居征文”。评选将在两个组中分别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继跨流
派“挑战”京剧程派经典剧目《锁麟
囊》之后，当红梅派青衣史依弘日前
又宣布将与“昆曲王子”张军合作演
出整本昆剧《牡丹亭》。该剧将邀请
台湾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王安祈、
导演李小平加盟担任剧本修编和导
演，并在服装舞美方面做出大胆的
创新尝试。这部被称为《"#+"牡丹
亭》的作品将于 !月 +日在东方艺
术中心亮相。
“京昆不分家”是圈内的一句老

话，但这些年虽然有京剧演员为了
提高自身的表演水准去学几出昆
剧，却极少有京剧演员演出整本的
昆剧大戏，因而史依弘此次“挑战”

《牡丹亭》颇为引人注目。史依弘表
示，自己小时候学戏就曾以昆曲身
段开蒙，她对昆曲并不陌生。

史依弘和张军合作演出的《牡
丹亭》将从“闹学”“言怀”一直演到
“回生”“婚走”，故事走向与常见的
版本总体相似，不过通常会演的“花
判”因为“太热闹”不符合这一版本
“清透”的要求而被删除，取而代之
的是“魂游”一折。史依弘表示，《牡
丹亭》的精华部分主要在上半部，下
半部比较零乱，所以邀请台湾国光
剧团的王安祈对本子进行梳理，主
要会在下半部戏上作一些改动。张
军则戏称自己是来“傍角儿的”，“跟
师姐演戏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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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佳作一演再演引发市民“审美升华”
观经典戏剧渐成城中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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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杰）昨天下午，上
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与
上海九大文化会展承
办方在上海图书馆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这
也是上海文交所根据
国家要求，将地方交
易所的定位升级为服
务全国的交易所后的
重要举措。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出
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参加此次签约的
上海文化会展包括上
海国际电影节、上海
电视节、上海国际艺
术节、“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中国国际
动漫游戏博览会、中
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
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
会、上海书展、上海艺
术博览会和上海春季
艺术沙龙。这九大文化
会展汇聚了国内外丰
富的文化资源，涵盖电
影、电视、演艺、音乐、
动漫、出版、书画等文
化产业领域。

上海文交所将为
各个会展提供担保、
信贷、保险、投资等多层次金融服
务，提供专业律师的版权保护服务，
共同创新文化交易品种，催生文化
商业新业态。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进入辰山植
物园二号门，只见两
座栽种着奇花异草
的超大型玻璃暖棚。
暖棚前的大草坪呈
斜坡状，搭建舞台、
置放椅子后，便成为
可以容纳 1###名听
众的天然户外音乐
会场所。1月 ""日
傍晚，余隆将执棒上
海交响乐团，在这里
奏响首届“辰山草地
交响音乐会”，昨天
记者先来到现场了
解环境。据悉，东方
广播公司与辰山植
物园有意通过每年
举办户外音乐会，为
上海创建一道融音
乐与园林于一体的
独特文化风景。

记者看到，被选
为举办“辰山草地交

响音乐会”的草坪已绿意盎然；背后
的两个暖棚里，各类花卉姹紫嫣红；
远处，建有教堂与天文台的佘山似
乎成了背景；周边，阳光下的江南水
乡恬静清秀。从市中心来到植物园

的游客，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几位记
者忍不住感叹：“徜徉于这样的环
境，再来点现场音乐相伴，所有的烦
恼、压力，都会不翼而飞。”据了解，
为庆祝星期广播音乐会“三十而
立”，主办方将广邀各地嘉宾，举办
“广播经典·传承文明”高峰论坛，首
发“星广会”,#周年纪念册，而在辰
山植物园这块呈缓坡状草坪上举行
的首届“辰山草地交响音乐会”，将
把庆典活动推向高潮。
据介绍，这台户外音乐会将启

用一流的扩声器材和音响设备，聘
请优秀的音响工程专家进行声学
设计和调音，并制订了一旦下雨的
应对方案。音乐会的曲目则选择了
具有庆典意义的世界经典作品，届
时，上海的歌唱家魏松和黄英、小
提琴家黄蒙拉将加盟演出。

价位定在 +2#元和 "## 元的
首届“辰山草地交响音乐会”门票，
从今天起全面发售。据植物园人士
介绍，为提倡“赏花与聆乐”相融相
通的户外生活理念，凭音乐会门票
可以白天游览植物园，傍晚欣赏音
乐会。据植物园人士介绍，旋律飘
荡时，正值夕阳西下，届时，园内精
心设计的彩灯与佘山、辰山的建筑
光影相伴音符，将使音乐会别有一
种绰约风情。

资深话剧演员焦
晃日前透露，将在下半
年继续上演莎剧《安东
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北京人艺 7月底至 8
月初来沪献演的 5出
剧目也都是经典戏。近
来一批受观众瞩目的
戏剧，都是通过时间考
验、在戏剧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的经典精品。由
戏剧人合力营造的复
苏经典氛围，不仅让观
众认识到好戏的真正
模样，还将引发城市文
化精神的积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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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编导加盟 舞美服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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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巴金故居"征文启动

! 北京人艺话剧!原野"剧照 图 34

! 史依弘!牡丹亭"定妆照

经典好戏引发热潮
近来各地戏剧人不约而同地

“回归”经典大戏的道路，复演大剧
场严肃戏剧成为新趋势。北京人艺
!#周年庆唯一一个“北京城外”的
活动，就是到上海大剧院上演《原
野》《窝头会馆》等剧目。前者是戏
剧大师曹禺的代表作，后者是
"##5年上演至今、具有《茶馆》“气
质”的献礼剧目。

赖声川领衔的台湾表演工作
坊 , 月 6 日在北京首演了其 +,

年前的剧目《十三角关系》，引发
观剧热潮。该剧原计划在沪上演 "

场，如今加演至 1场也一票难求。
香港舞台剧《蝴蝶是自由的》“十
周年纪念版”，也将从 1月 +,日
起在沪上演。这出上世纪 7#年代
末诞生在百老汇、讲述人性解放
的剧目，+# 年前的女主演焦媛在
纪念版中依然保有 +5 岁少女的
纯情。此外，田沁鑫导演的《四世
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也将来
沪上演第二、第三轮……以上这
些舞台剧都是大剧场、大制作的
大戏，也都是盛演数年、数十年不
衰的好戏。

观众期待审美升华
“经典复演”的火种，由今年 "

月初焦晃领衔的《安东尼与克莉奥
佩特拉》燃起。不少青年话剧观众
承认，一开始都未必能一口气读顺
埃及艳后的名字。但是，随着元老
级艺术家的倾情演出，不少观众开

始意识到经典戏剧的高妙。现代人
剧社张余认为，经典回归是大势所
趋。因为，兴盛了 +#余年的小剧场
话剧在创作题材、演出风格、视野
格局等方面都遇到了瓶颈。资深戏
剧观众对益发模式化的小剧场话
剧失去了原先的先锋意味渐感失
望，想寻求观剧的“审美升华”。与

此同时，根据影视剧改编的话剧又
面临太有观众基础，从而众口难调
的局面。在会计事务所工作的沈裴
看话剧多年，正准备去买北京人艺
的话剧票。她认为当下买小剧场话
剧票感觉像赌博，“花钱去看经典
剧目，看到的多半比较美好。”

城市需要戏剧精神
青年导演石俊认为，当下不少

跟风、应景的小剧场话剧，因为粗
制滥造缺乏舞台生命力，演完一轮
就倒掉，这不符合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努力方向。中国话剧史专家
丁罗男表示，戏剧精神向来是城市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剧场里经典
剧目的频繁上演能推动社会风气
积极向上。戏剧，无论题材是古或
今，都是对当下思潮的具体体现。
青年编剧余青峰则认为，好戏一定
浸透了编剧、导演的心血，既具有
当时的时代性又能在各个时代反
复上演。而演出商也必然乐于主办
这类一定能吸引观众的好剧目。既
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大戏，或将以城
中热事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让众
人思索何为主流价值观。

本报记者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