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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主动配“绿叶”
名角舞台更红火

———关注戏曲工作室及民
营剧团面临的困境(下)

! ! ! !台湾歌手信将于 !"#$年 #月 #!日在上海大
舞台开唱，昨天他来到上海为演唱会举行发布会，
提起自己最经典的作品，他无奈表示，虽然大家因
为这些歌熟悉他，但对他来说，这些歌也是最难突
破的坎。

《离歌》《死了都要爱》是信最广为人知的作
品，他表示演唱会上会重新编曲演唱。但他透露有
的时候参加商演，他会拒绝唱这些唱了太多遍的
歌：“死都不唱，唱这首不去，我不赚可以吧，有些
商演主办方还真妥协了，因为一直唱对我对大家
都不好。居然有一次因为太久没唱，我说我想唱，
大家都很惊讶。”

信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不想唱老歌，只是想要
往前走一步。大众想到他就一直是那几首歌，对他
来讲，它们是让大家认识他的很重要的记忆，也是
最难突破的坎，“大家对于接受新的事物有些抗拒，
却总留恋以前的经典，对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我
后面做的歌品质比前面的好，却只有最支持我的人
知道。我也不在乎，只要我一直往前走就好了。”

信甚至不认为自己成功了：“成功的定义是什
么，我所谓的成功是我站出去能代表某个音乐类
型，我现在站出去，顶多声音辨识度高了一点，没有
留下一个选择给听者，我只是流行文化中的过客，
希望创作出一个新的音乐类型。”本报记者 夏琦

信昨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不想老是唱
《死了都要爱》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为纪念上海
被国务院命名为国
家历史名城 !% 周
年，上海市文广局
与市文物局联合举
办的“近代上海风
云际会———历史文
化名城纪念特展”，
昨在上海城市规划
展示馆拉开帷幕，
!&& 余件珍贵展品
勾勒出上海自开埠
以来的城市历史文
脉。这些展品精选
自上海历史博物馆
及沪上 #$ 家行业
博物馆，大部分为
首次与公众见面。
活动现场，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徐建刚向市民
代表赠送了《中共
中央早期在上海》。
该书由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文物局共
同编写出版，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在
上海活动的革命遗址遗迹为关注
点，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
活动的生动画面，回顾和展现了上
海这座革命之城的时代精神和崭新
风貌。
随后，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褚

晓波启动装置，“文化上海系列导览
图”手机应用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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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第二届
上海楷书大赛作品展今天在市政
协展览厅开幕。

因静安区连续两届主办楷书
大赛，市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就此
落户静安，此次更是推出了入选、
入展作品作者有一次入市书协的
机会，引发激烈竞争。历时 #年的
大赛收到作品 #$&& 余件，$# 件获
奖，'(件入围，另有 !)件入选。比
赛分少儿组与成人组，年龄跨度从
##岁到 ''岁，他们在楷书的点画
结构之间书写出精彩人生。展览为
期三天。

上海楷书大赛
暨作品展举行

! ! ! !当谍战片纷纷涌来的时候! 各路编

导自然在悬念上做文章! 希望以此吸引

观众" 但离谱的悬念!难以让观众屏住呼

吸产生紧张的观看期待" 近日播放的电

视剧#致命名单$就是如此%

名为&致命名单$!什么名单' 如何致

命' 这本应成为该剧的主线!但因情节的

杂乱!而让人对该剧主线感觉模糊不明%

剧情一开始就引出了中共地下党员

陈洁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编导意在围绕对

陈洁的营救而展开!但为了制造悬念!同时

并列了多条线串在其中(陈洁的女儿林雪

因不明她父亲)城防司令部情报处长是中

共地下党*卧底+的真实身份而与其对抗,

林雪既与 *渔夫+-隐蔽在保密局特使后的

上司.儿子郭佳林相爱!又对保密局副站长

许文顺产生爱意!以致一次次中了许的圈

套, 保密局内部以及与情报处之间的狗咬

狗争斗, 城防司令之妹韩碧云对林雪父亲

林天宇的爱情纠缠% 这一条条线!一段段情

节画面在每一集中不断地切换!多线交叉!

冲淡了主线!给人不知所云!似乎是悬念!却

给人故事情节零碎甚至杂乱之感觉%

*出人意料且情理之中+!当是谍战

片*制造+悬念之要% &致命名单$中的故

弄玄虚虽也出人意料!却不合情理% 生搬

硬造致使漏洞多多!让人产生太假的感觉%

而演员的夸张表演!更让观众难以接受%

谍战片因悬念而有看头% 但既然是

艺术作品! 便需讲艺术规律% 倘若离谱

了!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艺术!只能是耍把

戏而已% 陈向阳

离谱的“悬念”非悬念
———观电视剧《致命名单》

! ! ! !本报讯 在中国花鸟画界享
有相当声誉的国画名家、天津美
协副主席霍春阳应邀于 #! 月 '

日起在南京东路上海朵云轩举行
个人新作展。这也是南北花鸟画
艺术的一次重要交流活动。现任
天津美院美术馆馆长的霍春阳
#*%* 年毕业于天津美院并留校
任教至今，历任天津美院中国画
系主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导师。 （路燕）

!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
杰）表现南方风情的纪实性
巨作、元代画家王振鹏的
《江山胜览图》昨夜现身
!"+! 年北京保利秋拍，最
终以 +,&#!亿元（含佣金）
的高价成交，成为今秋中国
艺术品拍卖中首件超过亿
元的拍卖品。

元代王振鹏（亦写作
朋）工于界画，笔法工致细
密，自成一体，被誉为“元
代界画第一人”，《江山胜
览图》是水墨绢本，作于
#$!$年。图中生动地描绘
了元代仲春季节江南的山
水风光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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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名家霍春阳
将携新作来沪 ! ! ! !本报讯“影像十年-钢构神韵”

中国钢结构摄影艺术展，今天在上
海图书馆开幕，展出作品 $(&余幅，
展至 +!月 *日。
本次展览由摄影艺术家陈卫中

领衔摄影并担任总策划，是我国建
国以来首次举办的以钢结构行业为
题材，反映都市人文的大型摄影展。
作品表现了城市建设者们的博大胸
怀和豪迈情操。展出作品将编著大
型画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 （施艺）

!钢构神韵"

摄影展今开幕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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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张军、赵志刚等戏曲名角
下海，观众都希望能看见他们再创
从前戏曲舞台“大牌林立”、戏班
“百花齐放”的盛况。虽然“角儿挑
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戏曲界
最常见的模式，鼓励一部分有能力
的角儿跳出体制外“自立门户”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不过盛行
“角儿挑班”的年代正是戏曲的黄
金时代，而如今戏曲早已成为一种
“小众艺术”，在演出市场上处境艰
难，“角儿挑班”制也因此变得只是
听起来很美丽。

要自由莫双损
名角儿离开国有院团、选择自

立门户的客观原因各不相同，但其
共同之处是这些角儿都对创作上的
自由度有相当的追求。十多年前萧
雅回国后也曾加盟上海越剧院担任
《早春二月》的主演，但自由惯了的萧
雅对国有院团的创作模式已难以适
应，最终还是选择了成立自己的剧

团。而赵志刚虽然在越剧院曾是一团
之长，有较大的创作自由度，但依然
觉得离开院团后在创作上可以更有
个性和风格，从他的两部新作来看，
风格也果然比原来有很大的不同。张
军去年底推出了一场大胆混搭的“水
磨新调”音乐会，颇得圈内外好评，但
这样一场演出如果是以上海昆剧团
的名义推出的话到底有多大可能
性，不得不让人打上一个问号。

不过由于戏曲艺术终究是一门
综合性的艺术，离开国有院团后仅
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并不能实现角儿
们的艺术理想，所以在经过一段时
间的摸索后，角儿们几乎都选择了
与另外一些国有院团合作推出他们
的作品，有些更是有意与院团进行
长期合作。不过这些院团或班底往
往无法与他们之前离开的团体相提
并论。道理也简单，真正有实力的剧
团有几个肯围着外来的角儿转、甘
当他们的班底呢？所以角儿们在得
到相对的“自由”之外也不得不在一

定程度上牺牲作品的水准。另一方
面，这些角儿虽然大部分依然选择
把自己的创作中心、剧团或公司建
立在上海，但如果他们持续选择和
外地院团合作，把创作重心转向外
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上海而
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才流失。客
观上变成了一种“双损”局面。

搭桥梁建平台
如何破解名角儿离开体制之

后创作上的困境，记者在采访中听
到了各种不同的建议，有两种做法
不妨可以一试。一是创造机会让有
意回归的角儿重回院团，并在院团
内为他们提供一种较为自由宽松
的创作环境，比如成立个人工作室
等。事实上各地戏曲院团中有个人
工作室的并不少，比如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的茅威涛工作室、绍兴小百
花越剧团的吴凤花艺术工作室、国
家京剧院的张火丁戏剧工作室等，
这些院团都为角儿们提供了一定

的创作自由度，让他们可以在体制
内外进退自如。上海京剧院的史依
弘、王珮瑜等也是同样如此，虽然
名义上他们没有成立个人工作室，
但都有自己的经纪人，相当一部分
有影响的演出项目都是由他们自
筹资金、自主推出的，但因为他们
依然是上海京剧院的角儿，所以这
些作品的成功依然与上海京剧院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不是所有的角儿都有可
能回归，对于那些不具备回归条件
的角儿们如果能为他们提供一定
的人力物力的支持，那么就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创作重心向
外地转移的现状。在各大戏曲院
团，中青年演员缺少舞台实践的机
会一直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难题，因
为戏曲演出市场的容量有限，不少
院团都不得不请名角儿为青年演
员让台。一方面是院团有相当一部
分有一定水准的青年演员甚至是
有一定知名度的角儿没戏演，另一
方面却是自立门户的角儿们找不
到人来演戏，如果能有一个平台让
这两者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岂非
一件双赢的好事？只不过若是让角
儿们自己去找院团商借演员，只能
依靠角儿与院团的私人关系，难以
有机制上的保证。如果有关部门能
在文联、艺联或者戏曲中心等机构
之下建立一个戏曲人才商借平台，
而院团也能以开放的姿态来看待
这种演员的商借，甚至把这个商借
平台看作是一个增加青年演员舞
台实践的平台，就有可能实现双
赢。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信昨在上海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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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