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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此起步
本届壹戏剧大赏评委、著名导

演查明哲认为：“戏剧最大的价值
和宗旨就是帮助我们走向春天。”
先锋话剧《果戈里·狂人日记》是导
演汪莘从俄罗斯留学归来后的舞
台处女作，能获得年度新锐导演奖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启用俄罗斯
女演员丽塔以独角戏的形式演绎多
个果戈里文本，热情与阴郁，温暖与
苍凉，都在这部作品中得以展现。
就在颁奖礼前一天，汪莘和丽

塔这两个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戏
剧艺术学院的同班同学刚刚在北
京举行了婚礼，他们既是艺术拍
档，也是人生伴侣。领奖台上，汪莘
和丽塔收到了主办方送给他们的
一束玫瑰花，他们也带来一盒喜
糖，现场分发给观众们。目前，汪莘
的新戏已经在筹备中，他将和被自
己“拐”回北京的丽塔一起在先锋
戏剧艺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壹戏剧大赏还将 !!岁的韩镇

遥和 "#岁的戏剧爱好者曹禹以及
两名上戏学生请到了现场，共同诵
读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方平等
名家翻译的不同版本《哈姆雷特》
的节选。今年，韩镇遥主演的音乐
剧《超级小学声 $$》获得了市民竞
演优秀市民戏剧奖。曹禹的戏剧之

路发端于 %&!'年，那时他参加了
静安现代戏剧谷承办的全市话剧
比赛并获得“最佳编导”奖，此后他
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自己做编
剧、导演、演员，还投资组建了上海
光启话剧艺术中心，以一己之力推
动戏剧的推广传播。

见证!绽放"

戏剧谷的方方面面，都在见证
戏剧精神的传承、戏剧热忱的传
递、戏剧理想的传播。借着参加颁
奖典礼的契机，凭《洪水》获得年度
最佳女演员的苏丽抓住戏剧谷最
后的尾巴，一口气看了 (部展演剧
目。今年戏剧谷备受好评的《安魂
曲》她在北京看过两遍，这次她对
戏剧谷挑选的展演剧目
也是赞不绝口。原先在
八一电影制片厂待过的
她，现在一心扑在舞台
上，她说：“影视它总是
在掏你的东西，只有舞
台每一遍都是不一样
的，观众不一样，自己也
不一样，所以你永远在
积累，我特别感激能遇
到《洪水》这样的戏。”

首次担任壹戏剧大
赏评委的香港著名演员
焦媛用了“大开眼界”来

形容这次的经历，平时她在香港并
没有这么多的机会看到如此多国
外和北京、上海的优秀戏剧。她说：
“上海的舞台包容性很大，很有鼓
励性，水准很高，让我想起一句话，
‘卓越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我们
的标准’，希望每一年都可以站在
这个舞台上。”

!薪"火相传
本届壹戏剧大赏“中国话剧杰

出贡献奖”颁给了#%岁的著名导演
陈薪伊。从艺)"年来，陈薪伊桃李满
天下，舞台上来了十几位陈薪伊带
过的学生，他们如今都已经是
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京剧名家
关栋天就曾与陈薪伊有过深
度合作，%&!)年，陈薪伊执导

的莎翁名剧《哈姆雷特》首演，奥菲
利亚的父亲波洛涅斯的饰演者正是
关栋天。今年*月，陈薪伊改编的中
文版百老汇舞台剧《洋麻将》将在上
海首演，男主演也是关栋天。关栋天
满怀感激地说：“生活中我得到老师
的教诲是读好书、看好戏、交高人，
艺术上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陈薪伊领奖时笑言：“一开始
跟我说是终身成就奖，后来变成了
杰出贡献奖，这是对的，因为终
身成就太早了，我才干了一半
儿呢。” 本报记者 赵玥

!获奖名单详见新民 +,,"

戏剧在城市里

2019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戏剧瞬间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
下午，上海诗词学会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市作协大厅举行，大
会推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常
务理事会。此次新任理事和常务理
事中，包含数十位年龄在 ("岁以
下的青年诗词才俊。胡晓军当选为
学会第七届会长，汪涌豪、杨绣丽、
徐非文、孙玮当选为副会长。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

的热播，各类诗词交流、研讨活动
的举办，以及诗词创作普及力度
的加大，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传统
诗词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近年
来，上海诗词学会会员数量尤其
是中青年会员数量大幅增加，平
均年龄明显降低，创作研究和出
版活动也越来越趋于活跃。中华
传统文化生命力勃发，一个诗词
事业的蓬勃发展期已拉开序幕。
近些年上海诗词学会在主题

创作上，“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周年主题诗词征
稿、中华创世神话诗词创作活动
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一系
列群众市民诗词创作、朗诵活动，
不仅传播普及了古典诗词文化，
同时也提高了市民素养。
新任上海诗词学会会长胡晓

军说，当下诗词传承发展的关键
是如何实施“扩群”，引领更多人
对中华诗词因“知”成“爱”，由
“爱”生“知”，让诗词“扩群”的快
乐变为一条条通向高尚的梯子，
引导大众兴趣盎然、兴致勃勃地
攀上去。
与会会员均表示，借助新传

播技术，古典诗词迎来新的繁荣
契机，作为创作者，一方面应该努
力拥抱新手段新方式，扩大传播
效果，做好普及推广；另一方面也
要保持警惕，不要被市场、技术遮
蔽，扎扎实实地搞创作，为古典诗
词开出现代性之花努力。

诗词爱好者
日益年轻化

! ! ! !本报讯（记者 赵玥）昨天下
午，“我与人民广播共成长———
马韵长流久秦来来学唱马派京剧
专场”在邮电俱乐部举办。*&岁
的电台人、京剧票友秦来来召集了
京沪两地各戏曲剧种和流派的领
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以一台精彩纷
呈的专场演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
成立七十周年。

从小在收音机里听戏曲，秦
来来对马连良的马派艺术情有独
钟。但直到 %&!'年他才完成了由
戏迷到资深文艺记者，再到真正
开始学唱马派的票友的转变。浸
淫戏曲多年，秦来来的老师不是别
人，正是录音机“录老师”。虽然学
戏时间不长，但几十年的采访生涯
以及与著名演员的交往让他厚积
薄发，被行家称赞“难能可贵”。
不少如今戏曲舞台上的名家

名角，在他们还只是初露头角时
秦来来就撰文介绍过他们。因此
这台专场演出星光熠熠，京剧梅
派传人董圆圆、上海昆剧团当家
小生黎安、著名越剧演员王志萍、
长宁沪剧团团长陈甦萍、著名淮
剧演员施燕萍、上海评弹团团长
高博文等人都来到现场献唱助
阵。董圆圆听说秦来来要办专场，
二话不说就买了机票前来祝贺。

! ! ! !昨天起，“火红的年代———庆祝
上海解放 *&周年艺术特展”于上海
中国画院拉开帷幕。创作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总计 (&余幅名家国
画佳作汇聚一堂，吴湖帆、林风眠、
陆俨少、郑慕康、周錬霞、吴青霞、来
楚生、唐云、丰子恺、程十发、刘旦
宅、贺天健、江寒汀、朱屺瞻等名家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创作集结亮相。
这些精彩纷呈的画作，将观众的视
线拉回解放上海的峥嵘岁月，投向
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年代。
此次展厅最内侧，尘封半个多

世纪的《解放上海》国画手卷是首次
与观众见面。这一手卷以八幅连环
画组图的方式合裱于一张长卷，生
动地再现了 !-(-年 (月至 "月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历史事
件。八幅作品除《扫雷》为汤义方、郑

慕康、朱梅邨合作外，其余均是每人
独立创作一幅。分别为汤义方《组织
起来》、朱梅邨《反驻军》、郑慕康《送
军情》、周鍊霞《引路》、吴青霞《攻掉
敌人最后碉堡》、潘志云《刘行战
斗》、董天野《军民一家抢救生产》。
参与这组《解放上海》作品创作的画
家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批画师，
创作时，他们的平均年龄约 "&岁，
笔下描绘的画面凝聚着画家们朴
素、真挚的情感。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出现了一

大批以新中国蓬勃建设风貌为主题
的美术作品，家喻户晓的艺术家们
都留下过相关的经典之作，他们从
山水、花鸟、人物等中国传统笔墨转
化，探索了展现人民劳动、时代新
风、农耕劳作等场面的艺术新路径。
此次展览就汇集了不少，如程十发
《歌唱祖国的春天》、吴湖帆《庆祝我
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林风眠《轧
钢》、谢之光《万吨水压机》、丰子恺
《饮水思源》、刘旦宅《披着霞珠迎朝
阳》、来楚生《收菜籽》。这些作品记

录下了上海发生过的变迁，凝结着
这座城市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表
示，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相信今天的
人们能够从老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
感悟到一些真谛。艺术离不开生活，
艺术离不开思想的感动，艺术离不开
勇敢的探索，这些都是现在放在我们
每个艺术家面前很好的思考课题。
展览持续 !个月，由文汇报和

上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幅佳作汇聚上海中国画院

带你走近“火红的年代”

电台人唱京戏
众名角来助阵

! ! ! !戏剧，是城市的
热流，%&!- 年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昨
天落幕，为戏迷们带
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昨晚，在美琪大戏院
举行的壹戏剧大赏颁
奖典礼，展示了近一
年来华语地区高品质
的优秀剧目和戏剧人
的风采。走过 !&年的
静安现代戏剧谷，在
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
里，见证戏剧人的成
长，以及戏剧与城市
的共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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