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上海诗人陆飘的
诗集《惊雷的脚步》，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这本短诗集收各类短诗 !"首，分
为“天眼”“深深的港湾”“惊雷的脚步”“离
开喀纳斯”“黄河鲤鱼”等五辑。陆飘已出版
《暗河》《北方的雪》等多部诗集。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见
习记者 陶禹舟）#月 $%日，故
宫出品的首个 &'()应用《胤禛
美人图》在苹果应用商店正式
发布。

据悉，此应用以故宫博物
院藏清代宫廷仕女画《雍亲王题
书堂深居图屏》（《胤禛美人图》
的学术名称）为素材，以书画、陶
瓷、工艺美术、宫廷生活等领域
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为学术支撑，
从美人妆容发饰、室内家具装
潢、摆放器物陈设、图案隐含寓
意等方面，引领用户欣赏宫廷绘
画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仕女画
工整妍丽的艺术特色，亲历古色
古香的生活场景，探索画轴背后
隐藏的故事。这个应用带来的
不仅仅是视觉与互动体验上的
享受，更体现了故宫博物院多方
面的文物研究成果，以及数字化
技术应用带来的独特魅力。

据悉，《胤禛美人图》&'()应用是针对
移动设备平台、用大家习惯的交互和浏览
方式，介绍故宫藏品及相关文化的初次尝
试。今后，故宫还将研发一系列应用，让院
藏文物以更加生动有趣、丰富多样的形式
与公众见面。《胤禛美人图》应用初期将限
时免费。

! ! ! !本报讯*记者俞亮鑫+ 开播已有 ,-年
的东广早新闻定于 $.日起全新亮相。
在保留品牌栏目《东广聚焦》《东方传

呼》的基础上，东广早新闻将新增《声音微
博》《记者在线》《东广微话题》《乐活上海》
《媒体连连看》《媒体关键词》等栏目。还将
改变 ,-年来全录播的传统，大胆引入直播
模式，以凸显时效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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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晚，民营艺华沪剧团的开团大戏、王派
经典剧目《碧落黄泉》在逸夫舞台上演，现场
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烈。前一天，同样在逸
夫舞台，一台名为“乡音在民间”的民间沪剧
保护传承流派展演也同样爆满。而 /月上旬，
民营彩芳沪剧团刚在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了一
场交响沪剧演唱会……这几年，随着传统戏
曲渐呈回暖之势，上海本土的地方戏曲沪剧
更是在民间焕发“第二春”，呈现“逆生长”，从
街道居委的沪剧兴趣班、教唱班、沙龙，一直
到民营沪剧团，都是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乡音在民间
作为上海本土的地方戏曲，沪剧在上海

市民中一直有着很好的基础。据前天民间沪
剧保护传承流派展演的策划者之一许中介
绍，如今活跃在上海各社区街道的群众性沪
剧团体多达八九百家，包括沪剧沙龙、沪剧兴
趣班、沪剧教唱班等各种样式，参加前天演出
的不仅有多位民间沪剧“双十佳”等评选中获
奖的票友，还有一支来自甘泉文化中心的百
余人的沪剧队登台演唱，颇有气势。事实上，

近几年沪上颇为活跃的几家民营沪剧团中有
些主要演员就是票友出身，另外，一些在演唱
上达到一定水准的票友也为各民营沪剧团提
供了基本演员队伍。
民营沪剧团这几年也势头颇佳。民营文

慧沪剧团成立 %年间连排 !部大戏，剧团的
当家小生杨音还获得了“白玉兰奖”，继前年
赴香港演出之后，今年文慧沪剧团又计划赴
澳门演出。昨晚亮相的艺华沪剧团由沪剧王
派创始人王盘声任艺术顾问，王盘声的弟子
小王盘声任团长。昨晚的开团大戏《碧落黄
泉》邀请了多位沪剧界著名演员加盟，戏票全
部售罄，现场气氛之热闹不亚于专业院团的
演出。而曾获“全国服务农民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称号的勤苑沪剧团一年可以在基层演出
数百场，在演出场次上远远超过一些国有院
团。

气候渐回暖
虽然早在上世纪 .-年代就开始有一些

沪剧爱好者成立了民营沪剧团，但其间经历
了一段颇为漫长的萧条期。一直到这几年才

渐渐出现复苏，不断有新的民营沪剧团出现，
而且有些民营沪剧团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开始向职业剧团靠拢。这种复苏首先要归功
于大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市区两级对民营剧
团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使得民营沪剧团
改变了原来“单打独斗”的状态———下乡演出
补贴国有院团有份、民营院团也有份，浦东的
百场巡演、松江的百姓戏台等政府购买文艺
演出项目也对民营院团敞开大门，这使得原
来就有很好群众基础的沪剧如鱼得水，民营
沪剧团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乡土文化意识的复苏也使得

沪剧这一本土剧种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近年
来由于上海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海的方言渐
渐式微，不少上海的孩子甚至已经不会说上
海话，这一问题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不仅
一些专家开始呼吁保护上海方言，民间保护
乡土文化的意识也开始复苏。几年前红极一
时的“海派清口”便是因为主打沪语牌而受到
上海市民的追捧。这几年间沪语歌、沪语版音
乐剧、沪语话剧等相继出现，都是以本土文化
作为号召。而沪剧作为上海本土的地方戏曲
因此也越来越为更多人所接受，活跃在社区
街道的民间沪剧团体越来越多，虽然观众的
年龄层未必出现明显的年轻化，但数量上却
是在不断增长中，这也为民营沪剧团营造了
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人才仍缺乏
不过民营沪剧团在红火热闹的同时也存

在着明显的弱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才缺
乏。现在比较活跃的几家民营沪剧团虽然都
有自己的主演，但其他演员主要由票友担任，
为了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往往会邀请一些退
休的沪剧名演员加盟。但一方面有些名演员
已经年长，在舞台上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另
一方面各个剧团请的大都是相同的这几位名
演员，于是各民营剧团的演出有时变得“似曾
相识”，长此以往恐怕不利于民营沪剧团的发
展。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台上演 有掌声 台下唱 有气氛

沪剧在民间焕发“第二春”

! ! ! !从传统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到喜剧片
《胡士托风波》，从《绿巨人浩克》到西部片《断
背山》。,-0,年他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
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昨天，美籍华人导演
李安在戛纳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主人公是改良版
李安在电影圈的传奇生涯人尽皆知，而

他自己对于电影拍摄却并没有确切的计划，
他告诉记者，有时他甚至希望自己的职业生
涯能回到在电影学院时。“我是一个很贪心
的导演，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很好奇，想
尝试所有的影片类型。我自己写剧本，试图
找到令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我在世界各地遇

到各种不同的人，他们都教我拍电影。”李安
说得很哲学，他说，电影是让他探索自身并
和内在的自己紧密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他
选择的题材和人物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他自
己的痕迹。“每部电影里的男性角色都带有
我的痕迹；在老年女性身上也是；而《卧虎藏
龙》中的李慕白也是。主人公是导演本身的
改良版。”

好奇心是原动力
对于故事的选择，李安似乎很有研究，例

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本书曾被电影界
传为“永远无法搬上银幕的故事”，而李安却
用事实反驳了传言。“我的好奇心就是我拍摄
影片的最大动力来源，如果某些事物能触动
我，我就可以把它拍成电影。”

李安还说，自己见到正在戛纳担任“一种
关注”单元评委的章子怡，感到特别高兴。章子
怡本人昨日也在微博上晒文，深情描述了 0%

年后与李安在戛纳相遇的欣喜、安慰和感慨。
“我去得晚了些，刚刚坐下，李安导演的助手跑
过来轻声对我说：‘导演找了你好久’，我跟着
他走向导演的座位，慢慢看见了岁月在他背影
上刻下的痕迹，他的头发白了很多，腰身似乎
也没了往日的挺拔。我轻轻喊了声‘导演’，他
回过头看见我，眼里闪出温暖的光，他站起身
一把将我抱住，轻轻摇晃着。从他的眼睛里，我
又看见 0%年前那个未谙世事的玉娇龙，那一
刻，我觉得自己刚从异乡跋涉归来，而这一程，
竟然走了 0%年。” 本报记者 张艺

我很贪心 我很好奇
———李安昨在戛纳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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