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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表现彩墨书法和篆
刻艺术的《问道书艺———夏宇书
印展》明起至 !"日在九江路 #$#

号香山美术馆举办。沪上书法篆
刻家夏宇早年师承叶隐谷、徐伯
清、杨永健等，后入韩天衡门下。
他的彩墨书法融色彩水墨与抽象
画于一体，篆刻擅鸟虫印，能驾驭
金玉、翡翠、象牙犀角等多种印
材。 （管文）

上戏成立
梅兰芳研究室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
虹）昨天上午，上海京剧界
同行、戏迷以及各界人士
在龙华殡仪馆送别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教育
家艾世菊。大厅中，老人的
照片笑容慈祥，挽联上书：
世间争睹名丑，招笑有方，
波澜不惊满园乐；菊圃痛
失圣伶，赎公无计，涕泪如
注四海悲。

昨天的送别仪式上，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
位以及全国 %& 多家文艺
院团发来唁电并送来花篮。李蔷
华、李炳淑、孙正阳、刘异龙、陈少
云等京昆界名家以及文艺界人
士、戏迷观众等参加了昨天的送
别仪式。

批评缺失已多年
蔡正仁、张静娴是昆曲界的重

量级人物，而主演这一版《牡丹亭》
的，一位是偶尔涉足昆曲的青年京
剧名角，另一位更是蔡正仁的学生。
按理说这样两位前辈评点晚辈的
戏，就算用词严厉了点，也没有什么
可以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两位前辈
对戏的批评相当中肯。正由于媒体
标题中用了“严厉批评”'字(让蔡正
仁心里不踏实了好几天，蔡正仁还
坦言( 家人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也
不支持，觉得他没有必要做这个出
头椽子。甚至报道见报当天，这事就
惊动了北京的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龚和德以及远在美国的昆曲表演艺
术家岳美缇，俨然成了一个“事件”。
由此可见，戏曲圈文艺批评的缺失
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
偶尔有老艺术家出来说几句话，就
会掀起一场大波澜，让说话的老艺
术家感受到压力。其实在一个健康
的“生态环境”中，重量级的老艺术
家出言批评，感受到压力的应该是
被批评的青年演员才对。

公开评论属偶尔
蔡正仁也承认，戏曲圈的文艺

批评形同虚设，即便作为前辈的老
艺术家们也几乎不肯在媒体面前发
表什么批评意见，真有意见也要绕
个大圈子才说出来。记者曾参加过

某剧团一次内部的座谈会，邀请了
一批圈内专家为剧团的青年演员做
点评、提意见，结果几乎所有专家都
是一片溢美之词，只有一位专家在
铺垫了很多之后才提了几点意见。
事实上，不少专家已经习惯性地在
大庭广众之下不发批评之声了，溢
美之词则是脱口而出，这也造成了
媒体文艺批评的缺失。而这次让蔡

正仁忍不住一吐为快的“导火线”其
实只是一个细节，那就是《牡丹亭》
乐队中使用的梆笛。蔡正仁表示，自
己在看“寻梦”时觉得梆笛严重干扰
了演员的唱，简直是无法忍受，他甚
至两次想站起来。而若没有这根让
蔡正仁“忍无可忍”的梆笛，或许这
次对于《牡丹亭》的报道也会是一片
赞美之声。

“创新”莫成挡箭牌
在对这一版《牡丹亭》的争论

中，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的《牡
丹亭》是个创新之作，创新就难免有
不足，应该给予宽容，今天的经典也
是从当年“新作”而来的，这确是如
今戏曲圈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的
确，再大的艺术家也会有不成功的
作品，一个健康的创作环境应该允
许创新尝试，也允许创新失败。不过
另一方面也应该为文艺批评提供一
个宽松的氛围，试想(如果一个剧种
重量级的老艺术家批评几句尚且要
瞻前顾后，那一般评论家乃至普通
观众岂不是更没有发言权了。你有
权创新，他也可以批评，这才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环境”。创新不应该成
为“谢绝”批评的挡箭牌，而所谓创
新作品主要是为了排给不看戏的新
观众看的，同样也不应该成为拒绝
批评的理由。一位圈内人士直言，所
谓不是排给老观众看的，无非是“为
自己的无知和鲁莽找理由”，“没有
哪一出戏是如此限定观众的，难道
会有哪出戏会在广告宣传中明确表
示请懂戏的观众别来看吗？”
一网友表示：“戏曲界和稀泥的

‘老艺术家’太多，像蔡张二位老师
这样敢说实话的太少了。”而如果戏
曲圈不能营造健康和谐的“生态环
境”，那么敢说实话的人恐怕还会更
少。 本报记者 王剑虹

说好话“锦上添花”客盈门
讲实话“雪中送炭”车马稀

———戏曲批评的“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近日,某媒体一条“蔡

正仁张静娴严厉批评张
军史依弘版昆曲《2012
牡丹亭》”的标题让蔡正
仁纠结了好几天，在接
受采访时,他数十次提及
“严厉批评”4个字。这位
昆曲界前辈除了认为自
己只是对戏提了些意
见、不该提到“严厉批
评”的高度外，也担心因
为这 4个字引起一些不
必要的反应，自己对戏
的意见也因此无法为对
方所接受。

的确，这些年来戏曲
圈的评论几乎一直是溢
美之词泛滥，偶有批评也
是不痛不痒。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 实习生 谭
金环*擅长创作莲湘歌舞、精通莲湘
棒制作的吴迪观老人，昨天在第六
届廊下莲湘文化节开幕式上被授
予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称号。
"&!"年“文化遗产日”上海非物质
文化遗产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同时
在金山廊下生态园莲湘广场举行。
本次非遗活动的主题是“活态传
承，重在落实”。
仪式上，市文广局公布了新认

定的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 !!%名，并为

吴迪观等传承人代表颁发了证书。
市文广局与部分非遗项目保护单位
签订了项目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
共同推进濒危项目的抢救性保护和
生产性保护项目的传承发展。"&!"

年“上海学子非遗展馆行”活动也随
之启动。

丰富的非遗系列活动将持续到
!&月。汇集全市 '!支江南丝竹队伍
的江南丝竹比赛将于 #月 "%日在建
平中学剧场举行全市汇报演出。以国
家级项目沪剧为内容的上海市沪剧
民间传承保护“十佳优秀组织者”“十
佳优秀演员”评选活动将于 #月 !$

日举行。以“上海历史城市文化”为主
题的“上海故事”讲座将从今天起开
讲。市文广影视局还将在各区县和项
目保护单位开展演出、互动、讲座、竞
赛等百余项活动。

本市“非遗传承人”队伍壮大
2012非遗系列活动昨启动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继在
全国成立首个谭鑫培艺术研究室
之后，上海戏剧学院前天又与梅兰
芳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
玖合作成立了梅兰芳艺术研究室，
从演出、教学、理论研究等三方面
对梅派艺术进行传承和发展。上海
戏剧学院客座教授梅葆玖，谭派第
六代传人谭孝曾、中国剧协主席尚
长荣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 ! ! !本报讯 （记者 王剑虹）“沪
剧之乡”白鹤镇昨在辖区内的白鹤
镇社区活动中心、白鹤中学等 +家
长期坚持开展沪剧培训的单位成
立沪剧传习馆，并聘请上海沪剧院
院长茅善玉为“沪剧传承艺术总顾
问”，沪剧演员钱思剑、吉燕萍被聘
为“指导员”。

青浦区加强
非遗保护传承

! ! ! !本报讯 青浦区高度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
承，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
除了挂牌成立 '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吴歌的传承基地外，今年，
青浦区又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考核，出台
相关考核办法和细则，对全区范
围内的保护责任单位、传承基地
和传承人进行长效、动态的管理。
另外，“水乡音花”长三角地区交
流活动也是青浦区创办的一项极
具创意性的交流活动，在保护、传
承与推广吴歌这一文化艺术特色
品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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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之乡"成立
沪剧传习馆

夏宇书印展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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