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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
者 乐梦融）记者
昨天从新华传媒
获悉，沉寂了两年
的新华书店将高
调回归静安区中
心商业区。选址于
申乐大厦的静安
店 总 面 积 达
!"### 平方米，将
于本月 !$日正式
开张迎客。

这座规模宏
大的新华书店位
于静安区北京西
路 !%&'号，在静
安寺商圈辐射范
围之内，周边地
铁、公交十分便
捷。新华传媒方面
表示，全新概念店
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书店，这里不仅
有图书，还有围绕
图书、文化沙龙、
艺术交流展开的
咖啡餐饮、动漫创意、高端教育培
训、影视休闲等项目，是复合式文
化服务体验中心。
在实体书店中引入影视播映

服务是一项创新之举，新华传媒
与北京网尚合作，将“()*+(,影城
-视听馆”引入静安店四楼。据
悉，其经营不同于各大院线，&.
小时不打烊经营。全层包厢近 .#

个，最大包厢可容纳 "#余人，适
合企业单位年会聚会观摩以及培
训演讲演示等。最小包间适合一
家三口欣赏电影。

新概念书店打破了传统书
店的模式，将为人们提供一个多
维度广视角的文化体验平台，营
造一方弥漫人文艺术气息的快
乐天地。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以小见大”
是作文常理，以“微故事/戏剧游戏0

聚会”创制出的“微戏聚”《拾叁》，以上
海本土文化为背景描绘社会百态，将
从 $月 !'日起在上海话剧中心上演。

据《拾叁》的出品人昂扬介绍，
“微，体现在舞台上的东西也用片段化
来叙述，一场戏里包含的东西很多。
戏，是戏剧和游戏的成分。因为演出是
有现场感的，也有很多互动环节，观众
可以参与，是玩，也是聚会。”而这一新
鲜概念也在《拾叁》前两季演出后得到
观众的认可。《拾叁》的剧名是上海话
中“十三点”的缩略，据称，“十三点”源
自英文 1*2(,34（社会）的音译，是上世
纪上海人对于紧跟潮流、热衷交际者
的轻蔑称呼，后引申为形容人或事“不

正经、好玩、滑稽”。如今语境转变，“十
三点”已增添了几分略带褒义的调侃。
“微戏聚”《拾叁》既取“好玩、恶

搞”之意，更取关注“社会、民生”之意。
昂扬表示，该剧每隔一段时间会更新
内容。!##分钟的演出中包括 $到 5

个长短不一的故事和场景，它们紧扣
当下社会现象，比如《创始记》中探讨
“张白芝与谢挺疯”的《婚姻那点事》，
《第二季之春色撩人》以地铁为背景，
用《乔布斯在 !# 号线》描摹“魔都地
铁”的各色人等。

生命庇护地催生“中式西方音乐”
———记昨晚“上海犹太避难所”演讲音乐会

“微戏聚”《拾叁》下周上演
“恶搞”故事浓缩社会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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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美国巴德音乐学院在上
海大剧院中剧场举办的“上海犹太
避难所”演讲音乐会，为听众讲述了
上海音乐史上的一段往事。二战期
间，犹太音乐家逃出纳粹的魔爪，上
海不仅是他们的生命庇护地，还颠
覆了他们的音乐人生观。

作品富有中国色彩
巴德音乐节总监里昂·波茨坦讲

到，犹太音乐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
上世纪 &#年代到了上海之后，在追
求音乐之梦的同时，迅速融入本地的
音乐生活。他创作的音乐被评论为
“浪漫的中式西方音乐”。上海犹太人
研究中心主任潘光介绍道，除了为
《义勇军进行曲》配器，阿甫夏洛穆夫
还创作了一大批中国色彩鲜明的交

响乐、歌剧、舞剧等作品，中国歌舞剧
《孟姜女》在兰心大戏院首演时，宋庆
龄还广邀宾客前往捧场。昨晚以中提
琴与钢琴演奏的《召唤》，是阿甫夏洛
穆夫定居美国后的晚期作品，但能清
晰听出他运用古筝技法和中国五声
音阶的创作元素。

音乐观念产生变化
深受欧洲音乐影响的阿龙·阿

甫夏洛穆夫，通过与中国传统音乐
的碰撞，企图寻找新的突破。他那出
生于上海的儿子雅各布·阿甫夏洛
穆夫，则在上海从小受中国音乐熏
陶，移民美国后的创作不可避免地
留下了中国音乐的痕迹。而更多在
二战期间流亡到上海的音乐家，音
乐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奥托·约

阿希姆和沃尔夫冈·弗兰克夫原先
都是德籍犹太音乐家，前者逃出集
中营转道来沪，后者在新加坡因无
法回国而选择了上海。大屠杀的教
训让他们在上海国立音专教学、参
加工部局乐团担任乐手和创作时，
对产生于德国的音乐采取了回避、
隔绝的态度，转过身从中国音乐中
寻找新的艺术理想。后来约阿希姆
移民加拿大成为著名音乐家，弗兰
克夫在好莱坞工作，还有一位作曲
家拉里·西茨基在澳大利亚成长为
领军人物，他们作品里的中国音乐
元素，也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量。

培养学生结下友谊
波茨坦用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

分析，讲述了这 8位犹太作曲家的

“上海情结”。而据潘光教授介绍，二
战期间定居上海的犹太音乐家有
&##多人，他们只允许怀揣 !8马克
离开欧洲，来上海后因生活所迫必
须设法谋生，于是，亚洲历史最悠久
的上海工部局乐团、中国第一所高
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都活跃
着他们的身影。犹太音乐家们也培
养了谭抒真、丁善德、黄贻钧、李德
伦、傅聪等日后成为中国音乐事业
顶梁柱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在国立
音专任教的德国犹太小提琴、钢琴
家阿尔弗里德·韦登博格与中国同
行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
结束后不愿移居他国，直到 !'8&年
在沪离世，成为国内外音乐界人士
尊崇的音乐家。

资深记者 杨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