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江苏省演艺
集团昆剧院根据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
丽叶》改编的昆曲《醉心花》昨晚在上海
大剧院上演。虽然整个故事背景被移到
了中国古代，但依然隐约可见西方叙事
方式与情感表达特色。此外，颇具古风
的唱词、念白及昆曲雅致的音乐使混搭
风格十分明显。
作为一出悲剧，《醉心花》的前两场

其实很有些喜剧的色彩。第一场姬、嬴
两家在踏青时的争斗没有所谓“械斗”
的激烈，反而有些搞笑色彩：姬家采花，
嬴家的马车踏坏兰花；嬴家曲水流觞，
姬家下水洗脚。两家泼水打闹，互不相
让。而“情诉”一场两人深夜相会，更是
笑料迭出，男女主角表达情感也比较
“奔放”，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发笑。至第
三场开始转向悲剧，姬灿有意去嬴家提
亲，却路遇两家械斗，在劝阻不成之后
姬灿无奈拔剑参与，却不料误杀心上人
嬴令之兄。这一场戏中，施夏明首次挑
战武戏开打，虽然打斗戏份并不算太
多，对施夏明来说却也是一个考验。之
后被通辑的姬灿不得已逃亡，被逼婚的
嬴令喝下假死药“醉心花”，最终以“双
殉”结束全剧。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丁酉鸡年正月十
五下午，上海文艺会堂文艺大厅张灯结彩、笑
语欢歌，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来自上海各
艺术门类的老中青艺术家秦怡、吕其明、尚长
荣、陈佩秋、高式熊、陆春龄、黄准、舒巧、黄
允、吴宗锡、江明惇、戴炜栋等 !"# 余人欢聚
一堂，共道祝福、共叙友谊，共度佳节。

新春大联欢由上海电视台印海蓉、陶淳
主持，各文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纷纷登台献
艺，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艺术前辈，也有年富
力强的中青年艺术家，还有崭露头角的艺术
新秀以及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的文艺工
作者，充分体现了上海文艺界大家庭的蓬勃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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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宵节，国家级非遗项目上海灯
彩代表性传承人何伟福亲授大小朋
友做兔灯。不少 $#后父母也与孩子
们一起动手制作，从中找回记忆中
的年。何伟福说，一只只手工兔子灯
中藏着深深的爱。

温暖回忆
“请小朋友们在铁丝上涂上

胶水，将白纸仔细地贴到铁丝上，
贴得牢一点！”昨天，“何氏灯彩”
第三代传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上
海灯彩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工艺
美术大师何伟福来到虹口区档案
馆，教近 "# 名大小朋友扎兔子
灯。他拿着一个迷你版兔灯骨架
边说边示范，手法娴熟。
昨天在现场学习的，既有带着十

来岁孩子的 $#后父母，也有祖孙组
合。不到一个半小时，!!只玲珑可爱的小兔子
灯便大功告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只兔灯
的花纹设计均由制作者即兴发挥，祥云兔、元
宝兔、窗花兔……桌上的萌兔引得大人小孩兴
致勃勃地摆弄并合影。带着 %岁女儿来动手做
灯的顾莉莉说，现在春节的年味儿越来越淡
了，没想到元宵节亲手做灯让我再次找到了过
年的兴奋点，“不仅动手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我也很投入。”

而手工兔子灯则带着 $#后王女士回到
了从前，她感叹说，很想念曾经的纯手工兔子
灯，总觉得现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兔子灯少了
点什么。她回忆说，儿时父亲给她做过一只
威武的兔子灯，“兔子身上贴着好多层‘兔子
毛’，因为太厚了，我牵出去后发现不及其他
小朋友的亮，就不开心了。”她父亲于是立即
对兔灯进行改装，撕去两层“兔毛”，又加了一
根蜡烛。“再出门，我的兔子灯立刻成为最亮
的，其他小孩特别羡慕我。”第二天，她母亲
拖地时发现拖把变短了，原来，她爸爸锯了拖
把柄做了兔子灯的四个轮子。

上海特色
元宵手制兔灯的故事仿佛终结于上世纪

%#年代。何伟福称，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亲手
做兔子灯了，“近几年，很多人都在网上买现成

的或在半成品的基础上做。”上海的兔子灯随
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何伟福介绍说，材料上，
最初用竹篾搭骨架，后来用更灵巧的铁丝，“最
开始兔子灯中点的是蜡烛，后来渐渐有了放灯
泡的，这样不会烧起来。如今还有充气款”。
那么，上海兔灯的特色在哪里？何伟福认

为，这要从做法讲起，兔灯分为提、挂、拖三款，
都得先用铁丝分别绕出六个圆，即腰、身、头。
而何氏灯彩则将每根铁丝锉直，然后包上一层
薄纸，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把
兔灯扎得更牢。接着用皮纸或皱纸糊好兔子的
身体和头部。最吃功夫的是兔毛，普通大小的
兔身和头都要贴五到七层，这样才显得有层次
感，“上海特色的兔灯不是光溜溜的，层层叠叠
的兔毛很关键。”何伟福说，以前很多家庭自制
的兔子灯非常神奇，比如有套在儿童自行车上
的大型兔子灯，路边小贩的兔灯也亮点各不相
同，“满大街不一样的兔灯让元宵更热闹喜
气”。“一只纯手工兔子灯中藏着父母对子女的
爱，也显示了制作者的智慧。”何伟福说，孩子
们拉兔子灯攀比什么？除了哪家的灯更精致更
漂亮，炫耀的还有父母的浓情厚意。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师大教授

仲富兰认为，如今生活节奏非常快，如果年轻
父母能抽出点时间陪孩子扎个兔子灯，将能
为他们留下最美好的元宵记忆。

本报记者 肖茜颖

非遗传承人何伟福
昨为市民传授传统技艺

小小一只兔
浓浓一片情

! ! ! !本报讯（记者 朱渊）昨天，在汲古斋第
&'届《名家与您闹元宵》大型笔会上，戴敦邦、
蔡国声、车鹏飞、丁申阳、忻国华等 (#多位海
上名家与中青年实力派书画家现场泼墨挥
毫，为书画爱好者送上新年之“福”，让大家手
笔“飞入寻常百姓家”。
走上汲古斋二楼的老厢房，在吱呀作响

的楼梯上就能与喜获名家墨宝的普通书画爱
好者擦身而过，他们举着墨迹未干的书法作
品，春风拂面、喜形于色。这份喜庆在“主会
场”更甚，走廊里，细绳上晾着一幅幅“高山流
水”“紫气东来”，更有形态各异的“金鸡报晓”
“闻鸡起舞”。规格不一的书画摊依墙摆开，得
拨开人群才能看清大书桌后书画家们忙碌的

身影。
摆摊的都是书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著

名国画家戴敦邦举家出动，太太陪伴在一旁，
四位公子亦分别帮忙盖章、晾画。年近八旬的
他自下午一时半起坐镇，奋笔疾书了三个多
小时。面对络绎不绝前来“求墨宝”的笔友，老
人顾不得喝上一口水，埋头书法，每幅字都力
求完美：“元宵笔会，一年一次，我要尽可能让
大家心满意足。”据悉，汲古斋的元宵笔会始
于 !##&年，每届元宵笔会上，书画家们都会
“放低身架、降低画价”。昨天一个下午，汲古
斋迎来送往就不下 (###余人次，除了本地书
画爱好者，还有很多人是从苏浙甚至河南、黑
龙江等地赶来的。

海上书画名家
元宵赐“福”大家

《醉心花》亮相大剧院

文艺“大家庭”元宵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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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伟福教小朋友制作兔子灯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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