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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讲座挺热 优秀讲师难觅
! ! ! !上周末，上海京剧院名丑、郑
（法祥）派悟空戏第三代传人严庆
谷的“大圣年说大圣戏”在中华艺
术宫多功能厅开讲，这也是上海剧
协与中华艺术宫共同策划的“四季
品剧”系列公益文化讲座今年的第
一讲。这几年，戏曲艺术推广普及
越来越受重视，各类机构举办的戏
曲普及讲座也数量不少，不过从质
量上来说却是参差不齐。有圈内人
士表示，现在优秀的“讲师”太少，
一些演员在台上虽然很优秀，但上
了讲台却未必是合格的“讲师”。

“四季品剧”是上海市戏剧家
协会去年夏天开始推出的公益文
化活动，借助中华艺术宫这样一个
上海地标性的文化场馆举办戏曲
艺术普及讲座，通过中华艺术宫的
网上平台发布信息及接受报名。到
目前为止已经邀请了尚长荣、陈少
云、魏海敏、张军等名家名角开讲。
上海剧协副主席沈伟民表示，“四
季品剧”希望能打造成与上海城市
相匹配的、比较高端的讲座，成为
公共文化的一个品牌，“就像作协
思南读书会，做得非常好，我们戏
剧这一块也可以借鉴他们好的经
验。”

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表示：
“中华艺术宫有一个很大的责

任———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
仅仅是绘画，而是文化的概念。”
李磊说，中华艺术宫在公共艺术
教育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本
身的观众流量也很大，不会担心
戏曲讲座缺少听众，事实上之前
几讲情况都很好。

这几年上海的各种戏曲艺术
普及讲座总体上来讲为数不
少———其中政府机构层面的东方

宣教中心的文化配送，主要针对社
区、基层市民；各院团自行组织的
下社区、进校园，面向的也是相对
固定的社区居民和学校师生；还有
像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等，则与演
出营销无直接关系且面向公众开
放，只不过其中戏曲所占比例实在
很小……

有一位圈内人士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不少戏曲普及讲座虽然可

能内容不错，但形式还有些老套，
没有考虑到当下观众的欣赏习
惯，难以吸引到年轻人关注。而逸
夫舞台的一位责任人则表示，现
在戏曲讲座讲得好的人太少了，
“有些演得很好，但是不会讲。”既
是名角、又擅长讲演，还乐意在艺
术普及方面花较多时间的，更是少
之又少。

本报记者 王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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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是元
宵佳节，上海图书馆迎来了著名雕塑
家、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陈古魁的
艺术回顾展。
陈古魁曾创作出许多普通百姓熟

悉的公共雕塑，他的作品巨幅浮雕《上
下五千年》陈列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大

厅，从 !""#年淮海西路新址开馆至今，无声地陪
伴了数以万计的爱书人。而上海博物馆门口形态
各异的石兽群雕、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碑、南京雨花
台烈士陵园主碑雕刻等也是陈古魁先生的代表作
品。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人如赵超构、张乐平、刘海
粟、齐白石等人像雕塑，也是出自其妙手。
自幼习画的陈古魁，“文革”时期因摹刻图章

“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漏刻一个“疆”字而横遭牢狱
之灾，蒙冤 !$年。重获自由后，陈古魁再次拿起刻
刀画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艺术探索中，由此创作
出一大批优秀的雕塑作品。
这次展览展出陈古魁的大量精品佳作，内容

涵盖国画、瓷艺、油画、雕塑等。陈古魁认为，艺术
创作的基本法则是一样的，只是形式、材质、手法
不同。已有 %$年艺术创作生涯的陈古魁至今孜孜
以求。在开幕仪式后，陈古魁还向上海图书馆名人
手稿馆捐赠了浮雕“上下五千年”的设计手稿。
此次展览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上海油画雕塑院共同主办，展期持续至 &月 '日。

“葫芦笙一吹 脚板就发痒”
!!!云南永仁元宵"赛装节#侧记

! ! !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
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
仁县直苴村一年一度的节
日———赛装节。昨天，在这个
世界最早的乡村“(”台上，男
女老少穿着自己亲手绣制的
盛装对歌跳脚，一展风姿。
“高山顶上茶花开，阿哥

阿妹跳脚来，跳脚跳到黄昏
冒，跳脚跳到太阳照。”昨天一
大早，彝族的姑娘们穿上一年
来精心绣制的服装服饰，一路
打闹嬉戏，从四面八方的山间
小路来到位于永仁县直苴村
的赛装场。三五成群的彝族小
伙子也吹着葫芦笙赶来了。赛
装场上，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

鲜艳服装，刺绣阵阵细腻，线
线密匝，放眼望去，简直就是
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直苴地区民间有句俗话：
“葫芦笙一响，脚板就发痒。”
合着欢快的歌声，"%岁的李福
么和一群老姐妹们，跳着跳脚
舞。她是今年赛装节上年龄最
大的，这也是她第 "$次参加
赛装节了。她身上穿的，正是
自己花了一年时间，一针一线
缝制出来的行头。自从 )岁那
年学会彝绣后，每年的赛装节
上，她都会为自己绣上一套

“时髦”的绣花衣裳，和姐妹们
一起欣赏交流，比赛谁的服装
最美，谁的手艺最高。*'岁那
年，李福么在赛装节上收获了
自己的爱情，她的秀美服装打
动了阿哥的心。

赛装场，除了赛装展示服
饰之美，还是彝族青年男女传
情递意、谈情说爱的好场所，
在李福么和几位长者带头跳
上几转后，年轻的姑娘们开始
慢慢加入跳脚舞行列，许多姑
娘一天换好几套艳丽的服装
来展示。青树下，老人们搭起

无数帐棚，烹煮着食物，为自
己的姑娘守护着服装。赛装场
上，小伙子在这个时候就会仔
细地观察场上的每一位姑娘，
看看谁的手巧、绣得好，能成
为自己的意中人。

云南永仁的直苴彝族赛
装节至今已经延续了 *+,$多
年，因为彝族小伙子们会在这
一天挑选心爱的人，所以赛装
节也被称为彝族的情人节。
本报记者 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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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