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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昨晚，一场汇集了上海
各沪剧院团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明星版沪剧《芦荡火
种》在浦东惠南文化中心剧场上演，拉开了“上海的
声音———第二届上海（浦东）沪剧艺术节”的帷幕。
作为沪剧节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风中的紫竹
调———!"#$中国文化遗产日上海沪剧院主题展》
揭幕仪式也在沪剧节开幕式当天于惠南文化中心
举行，主题展中回顾了沪剧历史上的诸多精彩瞬间
与几辈沪剧艺术家的璀璨风华。

苏阿姨很开心
走进惠南文化中心剧场，就看到两个工作人员

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位入场者：“对号入坐哦，今
天票子通通卖光的。”及至演出开始，剧场里座无虚
席。老早坐在自己位子上的苏阿姨告诉记者，这里
平时虽然演出也不少，但很多是群文演出，今天有
这样一场明星版的沪剧看非常开心，“希望以后能
多来演演。”苏阿姨笑得很开心。《芦荡火种》是沪剧
现代戏的经典之作，昨晚的演员阵容中既有从上世
纪六十年代起就参演该剧的老艺术家，也有如今不
过二十出头、刚演了几年的年轻演员，共有 %位老
中青三代的阿庆嫂相继出场，郭建光、陈天明、沙老

太等角色也都由几位演员分别扮演，集中了多家市
级、区级及民营剧团的阵容，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老百姓最欢迎
去年在奉贤举办，今年在浦东举办，为什么上海

沪剧艺术节如此爱“下乡”？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沈伟民表示，沪剧本身是从“乡下”出来的，“乡下”与
沪剧的关系就像鱼和水，“脱离了这一块，它的群众
性就不能体现出来了，人民性也不能体现，所以沪剧
节必须面向群众，只有在老百姓的当中、在老百姓家
门口办，它的特色和生机才会体现得更加充分。”

民营团也很灵
今年参加沪剧节的院团从去年的 &家增加到

今年的 '(家，“涨幅”惊人。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告诉记者，这些新增的队团都是民营团队，其中很
多演员原来都是沪剧爱好者，比如新东苑沪剧团是
由成功的企业家沈慧琴创办并亲任主演的。因为今
年在浦东举行沪剧艺术节，所以浦东一下子就有 )

家民营剧团参与，其中海梅艺术团、宣韵沪剧团等
都是今年新加入的。沈伟民告诉记者，沪剧在上海
与其他剧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在民间的自
发传承，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现有沪剧沙龙等民间
团队不少于一千个，运作得比较好的民营剧团也有
七八家，远远超过其他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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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上海沪剧艺术节
昨在浦东开幕

从“乡下”来
到“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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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艺）$月 ''日上午，!"'$“中外
影视译制合作国际专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亚
洲、欧洲、拉美、非洲和北美地区共 ("个国家的 %%

位外国影视译制专业与机构负责人，与来自国内 '"

余家文化机构的 ("余位专家一同参加了座谈会。中
宣部副部长景俊海，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董云虎等领导出席了座谈会。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表示，此次中
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相关活动和国际专家座
谈会，为上海影视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
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希望上海影视界充分利用好
这一学习机会，着力加强上海与国内外影视界的沟
通联系与交流合作，积极吸纳国内外影视工作的先
进经验，不断提升上海影视精品制作和译制传播能
力，并与国内外影视工作者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中
外优秀影视作品跨越语言障碍走近亿万观众，促进
全球多元化的和谐共处与繁荣发展。

茅善玉接受采访时表
示，因为沪剧的表演样式、
演唱风格都比较贴近生活，
进入的“门槛”不高，所以才
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
入，“这也说明沪剧的生态
在不断变好。人多，我想总
归力量大些，大家来关心，
大家来唱、来演，对沪剧的
推动是有好处的。”

! ! ! !昨天晚上# 上海沪剧艺术节在浦东惠南文化

中心开幕#一时间宾客盈门#领导$专家$兄弟院团

的领导等纷纷到场# 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上海沪

剧院的%掌门人&茅善玉更是忙得脚不点地#本想在

傍晚的%上海沪剧院主题展&开幕现场采访一下茅

善玉#却硬是找不到一点儿空'等仪式结束#一会儿

就不见了#茅善玉已经和嘉宾们一起吃饭去了(

开演前在剧场门外%抓&到她#她却在那儿迎

宾#甚至帮着%清场&( 待各方入席#茅善玉又进了

后台看望各个剧团的演员们# 好不容易等到演出

开始了一会儿#才采访到茅善玉( 而进入贵宾室#

茅善玉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迎宾&时穿的高跟鞋#

显见是累坏了(

开幕演出是一台明星版的沪剧)芦荡火种*五

世同堂#名角不少#可惜%二度梅&获得者+研习丁

派颇有心得的茅善玉却不曾上台#问她为什么#她

说这么多事情要人去做#那么多演员要上台#我就

不上台了#在后台做好保障工作就好了(

上海沪剧艺术节名头颇大#但人手却不足#很多

事情都要茅善玉亲自张罗( 再加上近几年茅善玉一

直在为青年演员让台# 所以昨晚的明星版 )芦荡火

种*茅善玉并没有登台#似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名角

儿向来是戏曲演出最大的亮点#作为一台开幕演出#

缺了茅善玉这么一位有分量的角儿#颇为遗憾(

沪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至今已是五

代同堂的%大家庭&#艺术大家庭博采众长#并非一

定要有%家长&#但灵魂人物与领头羊不能缺少#

无论从艺术水准还是团队号召力来论# 茅善玉都

是可以挑起这个重担的( 名角不上台#可不可惜,

王剑虹

名角让台好不好？!"记 者

! ! !“你别看美国的小孩子现在还穿着超人的 *恤，
可能过不了一周，他们的 *恤上就印上了孙悟空的
图案了！”昨日，在 !+'$“中外影视译制合作国际专
家座谈会”上，美国 ,-./公司总裁迈克尔·辛特尼
可拉斯的一句话，道出了译制片极富生命力的文化
传播作用。
辛特尼可拉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公

司刚刚完成了华语动画片《大圣归来》的译制工作，
并准备在全美播放。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任仲
伦说：“译制片就是一个装在拷贝盒里的文化世界。”

译制衔接文化断层
译制片的作用不仅仅是输出各自的文化产品，

在阿什拉夫·哈穆德眼中，还能衔接文化断层。“从事
译制片 !%年，从看到李小龙的第一部片子，就对中
国充满好奇。可李小龙之后，在埃及出现了中国电影
的中断，埃及电影院里有来自南美、欧洲、好莱坞的
作品，却独独没有中国的精彩影片。”哈穆德说。

法国编剧、导演、翻译艾罗蒂也有同样的感受，出
身于艺术世家的她从小接受母亲的熏陶，对中国的灿
烂文明心仪已久。但在法国，她无法了解更多的中华民
族文化。于是，艾罗蒂只身来到中国陕北，拍摄了自己
的第一部纪录片《窑洞的秘密》。

《窑洞》讲述的是中国陕北地区的窑洞文化，通过 &天的拍摄，艾罗蒂深入陕北
地区，记录下当地居民的生活，用这部法语纪录片，帮助更多外国人了解到独特窑
洞文化的存在。“译制片最重要的不是翻译，而是了解。翻译一部影视作品的同时，
是将作品语言背后的文明介绍给译制对象国的观众，让他们理解这些信息。”艾罗
蒂说。

拷贝盒里文化世界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任仲伦提到，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中国

电影译制的重要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成立 $+多年来取得累累硕果，已为 )+

多个国家译制了 '%++多部影片。
“以前我们总说，译制片就是‘装在胶片盒里的文化世界’，现在没有胶片了，

我们可以说它是‘装在拷贝盒里的文化世界’。”
在马来西亚东亚卫星公司副总裁王小萍眼里，中国流行文化的输出在马来西

亚已经很成功，而且会越来越受欢迎。“'+年前，中央电视台就在马来西亚落地
了，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中
华文化输出的
渠道。”如今在
马来西亚，只
要打开电视，
随时随地都能
看到央视的节
目。此外，东亚
卫星公司还引
进了不少纪录
片，比如《长
城》，让观众从
不同角度了解
辉煌的中华历
史传统 和 文
化 ， 从 而 加
深 情 感 上 的
互联。

本报记者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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