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的工艺展”
创新作品多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上海
民博会“竹的工艺展”昨天在浦东成山
路 !#%号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推广
中心展馆内开幕。来自浙江、江苏、福
建、四川、上海等地的 &位工艺师的创
新作品让人耳目一新。

来自福建的王新明将濒临失传的
莆仙“精微透雕”绝技运用于华南竹类
根茎的雕作上，并施以特殊的仿古涂
饰，达到仿古胜古的艺术效果。上海竹
刻大师黄宏疆、徐俊将绘画特色融入
竹刻艺术，形成了独特的海派竹刻特
色。新上海人程丽在传承家族竹编的
同时，把竹编与书法绘画嫁接，创作出
一件件瑰丽多姿的新颖竹编画。展览
期间工艺师们将在现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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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彻底沪语”
《繁花》基本用上海方言，写了三

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人的情感交
往史，有着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
故事情节。金宇澄自称，采用的是传
统话本的方式，“口语铺陈，意气渐
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
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
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
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

金宇澄说，写这本小说出自无意，

他在上海方言网弄堂网上跟人闲扯，
想写一些市井故事，一开始每天写二
三百字，到后来最厉害时一天写 '"""

字。金宇澄坦承，自己是第一次写作时
用上海话来思维，也尝到了好处，“以
前我写对话很头痛，但用上海话思维
写对话，就根本不用动脑筋了。我过去
很佩服王朔，北方作家写对话怎么这
么溜。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你能用母语
写 $"万字，肯定会出现奇迹。”但“这
些文字我要让北方读者也能看懂”。因
此小说修改了很多次。

上海味道极浓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纪人

说，过去上海的一些作家也尝试过用
上海话写作，但金宇澄的尺度比较
大，把上海话写作进行得如此彻底，
金宇澄是第一人。《收获》执行主编程
永新说，谈《繁花》不能不谈语言，吴
语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过去在上
海的作家中也已有一些探索，但金宇
澄这次做得比较完美，比较顺畅。《繁
花》的语言中有浓得化不开的味道，
“读任何一段我都会被吸引、牵引，我
们读了那么多当代小说，这样一种阅
读效果是很少见的。”

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座
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
的博物馆。这就是《繁花》的野心。陈
村讲，金宇澄的东西里有一种老底子
的上海，“我们经常去写那些宏大的
事情，写那些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不
太有关的事情，写一些不太占据我们
中心思维的事情，但他写的是我们日
常生活当中碰到的事情。”
“当然他也兼顾到北方人的语言

习惯，也用了一些上海普通话，不懂
上海话的读者如果用标准普通话去
读也能正确理解。”王纪人说。

写到“上海以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说，

与其说《繁花》是写上海，不如说它是
在建造上海，它比今天任何人所接触
到的上海生活更感性，更丰满，更符合
我们对上海的想象。这里面不仅有大
家愿意谈论的上海，还有国家、有世
界，尤其有超离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
神世界。评论家黄平也表示，《繁花》不
能被限定为一部仅仅关乎上海的地域
小说，也不能脱离“上海叙述”的历史
脉络来理解。在文学谱系的背景下，作
者以“故事”对抗“传奇”，希望借此写
出活的生活，活的上海。

本报记者 夏琦

上海闲话写上海
味道浓得化不开
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引起文坛关注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由杭州越
剧院推出的全本越剧《北地王》昨晚
亮相逸夫舞台，主演郑国凤受到了粉
丝们的大力追捧。

大幕开启前，一句画外音“蜀国
的河山啊”，立刻赢得了现场热烈的
掌声，演职员表上出现郑国凤的名字
时现场又是一阵掌声，及至郑国凤出
场更是掌声不断，谢幕时观众席上还
拉起了横幅、举起了大幅照片，粉丝
的热情可见一斑。
《北地王》是越剧徐派创始人徐玉

兰的代表作之一，不过自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以来已极少有人上演全本，依
然在舞台上流传的仅《哭祖庙》一折。
据杭越版《北地王》导演展敏介绍，此
次新版《北地王》与当年的版本相比约
改动了三分之二，特别是对该剧的文
本进行了重新架构。《北地王》讲述的
是，魏军逼近成都，但蜀主刘禅却沉迷
后宫、宠信宦官，数月不上朝理事，北
地王刘谌闯宫报警，但蜀国派出的大
将兵败阵亡，刘禅在奸臣、宦官的鼓动
下决定降魏。北地王闻此消息赴祖庙

痛哭一场，自刎身亡。
昨晚从郑国凤出场开始，剧场内

的气氛就几乎一直在“沸点”上下，郑
国凤的每一段唱腔都可轻而易举地赢
得若干次震天响的掌声和叫好声。演
到最后一场《哭祖庙》时现场气氛更是
达到了最高潮，观众的叫好声和掌声
几乎要把屋顶掀翻。最后一场戏尚未
唱完，热情的戏迷已开始往前拥，剧场
工作人员完全无力阻挡这片“人潮”。
谢幕时观众席上打出了“郑国凤我爱
你”等横幅，还有粉丝高举郑国凤的大
幅照片。一部分粉丝更是有节奏地大
喊“郑国凤我爱你”，热闹的场面简直
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现场有过之无不
及。
越剧表演艺术家、流派创始人徐

玉兰、王文娟昨天也来到现场观看学
生的演出，两位老人家走进剧场时就
引起轰动，观众纷纷围上来鼓掌、拍
照，甚至演出也因此推迟了几分钟才
得以开场。而演出结束后，两位老人家
上台与演员握手，观众席上又是响起
了长时间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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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北地王》昨亮相逸夫舞台

郑国凤被热情“淹没”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去年在《收获》长篇
专号秋冬卷刊出，引起文坛关注，位列中国小说学会“2012
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日前，修订版《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昨天，《繁花》研讨会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李敬
泽、孙颙、王纪人、赵丽宏等近四十位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
这部由上海方言写就的小说，研讨方言写作的途径。

! ! ! !本报讯 聚焦上海“黄浦江游览”
“苏州河观光”“水乡湖泊古镇游”“海
滨海岛湿地游”和“邮轮海上之旅”等
水上旅游的“五大主题板块”，用镜头
寻找上海最美的水景，展示“美丽上
海、东方水都”和现代滨水城市、江南
水乡的人文风貌，由上海市水上旅游
促进中心、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市
报业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以“我心目
中最美的水景”为主题的《!"($ 上海
水上旅游摄影大赛》征稿活动，即日起
拉开序幕，欢迎中外摄影家、摄影爱好
者和水上旅游爱好者踊跃投稿参赛。

本次大赛征稿作品限于 !"(!年
以后创作的新作，每人限投 ("幅。投
稿一律以光盘（)*—+ 或 *,*—+）
形式提交给大赛评审办公室。大赛分
设金质收藏作品 '幅、银质收藏作品
'幅、铜质收藏作品 (-幅、优秀作品
奖 '"幅、入围作品 .-幅。投稿地址：
上海市华山路 $'(弄 $号（上海市摄
影家协会）；.月 ('日截止。细则可上
“东方网新闻中心”和“上海摄影网”查
询。(-月 (日将在上海新十六铺码头
展示馆举行的《获奖摄影作品展》开幕
式上揭晓评选结果并颁奖。（包谐）

“心目中最美水景”
摄影大赛启动

! 郑国凤!左"在#北地王$中扮演刘谌%陈晓红扮演崔氏 图 /0

! 金宇澄为&繁花$绘制的插图'''!"#$年的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

! ! ! !昨天，上海歌剧院的原创
音乐剧《国之当歌》进入文化广
场开始走台排练，本月 !&、$-
日公演。为《国之当歌》作曲的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昨晚
告诉记者：“!-((年 1月，该剧
以《血肉长城》之名问世以来，
在 (-多场演出中不断听取意
见，最近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这
次邀请著名旅欧歌唱家石倚洁
担任主演，观众的反响相当强
烈，原定两个晚场的门票早就
售罄，我们不得不在 $-日下午
再增加了一场。”

强化正能量
李瑞祥认为：“在修改过程

中，为了强化聂耳、田汉两位主
角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正能
量效应，情节和场景都有了很
大的变化，因此，改剧名势在必
行。”原先第一幕中，聂耳是在
明月社的歌舞排练时首次亮相
的，现在把场景改成了电影摄
影棚，影片拍摄的内容与大时
代的背景相吻合，从而使身处
民族危亡关头的聂耳与田汉相
识后合作谱写《义勇军进行曲》
的情节更具合理性，人物也显
得更真实。从他的介绍中记者
了解到，全剧的结构和主线虽
然不变，但情节与原来相比则
有了较大变化，有的场次甚至
“面目全非”。如第三场中，聂耳
原为帮助患病的邻居去码头扛
包，如今改成在码头发现了日
军运输军火，一场冲突因而更加紧张
激烈。李瑞祥说：“修改之后，剧情的发
展更加紧凑和扎实，不仅强化了角色
的正能量，也大大提高了可看性。”

震撼男高音
早在两年前创排这部音乐剧时，

上海歌剧院便有意邀请石倚洁加盟。

李瑞祥说：“他的演唱没话可
说，而且体型、长相都接近我们
心目中的聂耳形象。但当时他
在欧洲的演出日程已经排满，
直到去年，我们才与他确定了
此次加盟。”实际上，石倚洁的
日程仍然很满，春节过后的一
个月来，他在上海、西班牙、意
大利、香港等地主演了多台音乐
会和歌剧，回沪后马上投入《国
之当歌》的排练，只用了一个星
期，就在合成排练中成功唱满全
场。第一次演音乐剧的石倚洁对
记者说：“在国外演歌剧，台上台
下都是外国人，有一次听到电视
里在播放中国国歌，我顿时激动
得难以自抑。所以，我不会错过
这个扮演聂耳的机会。”李瑞祥
也根据石倚洁的演唱特点，修改
了唱段的调性、风格，还重新创
作了 $首新歌，他说：“石倚洁的
男高音气势澎湃，尤其是最后演
唱《一支战歌》时，爆发式的歌声
极具震撼力。第一次合成排练结
束时，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都深受
感动，情不自禁地鼓掌向他致
敬。”

涉足音乐剧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历来

以演出音乐会、歌剧和舞剧为
主的上海歌剧院有意拓宽艺术
门类，在推动国产音乐剧的道
路上有所作为，目前人员编制
也已基本确定。李瑞祥透露道：
“上海歌剧院拥有丰富的表演

人才，演唱、演奏、舞蹈种类齐全，而音
乐剧的唱法不拘一格，喜欢音乐剧的
上海市民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有成
立音乐剧团的考虑。这次对《国之当
歌》大修改，邀请石倚洁主演，把原先
音乐风格的‘通俗版’改为‘美通版’，
就是将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进行对接
交融的一次尝试。”资深记者 杨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