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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继昨天
本报聚焦城市涂鸦话题后，刘海粟
美术馆新馆在开馆之即，在馆内长
约 !""米的涂鸦外墙率先亮相（见
下图），昨天引来路人热议。
昨天下午，涂鸦墙创作接近完

成，大二学生徐亦萱和十多名同伴
们，正将这些原创涂鸦画复制到墙
体上，引来种德桥路上经过的路人
探头观望。这批原创作品风格多样，
朝气蓬勃，用色鲜艳，衬出年轻一代
的创作活力。
据刘海粟美术馆介绍，刘海粟

美术馆新馆涂鸦墙，其实是刘海粟

美术馆与腾讯联合主办的“新生代
互联网原创艺术家推荐展”的展览
内容之一，墙上的涂鸦作品都是从
腾讯原创馆 #$万互联网原创艺术
家作品中选出来的，腾讯旗下原创
馆网罗了一众网络艺术家，刘海粟
美术馆新馆将他们的作品从线上搬
到线下，并以美术馆外墙围栏为画
布，创作长达 !""米，也是上海最长
的涂鸦艺术墙。

据悉，刘海粟美术馆新馆定于
!月 %#日开馆试运行，当晚，刘海
粟美术馆“云海山石”般的外墙还将
上演灯光影像艺术秀，参展艺术家
将在涂鸦墙上自己的作品前拍照、
签字，腾讯空间也会同步播放整个
涂鸦艺术的绘画过程。考虑到这些
艺术家分散在全国各地，授权刘海
粟美术馆后，涂鸦作品的绘制由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设计系学

生担纲完成。
即将对外开放的刘海粟美术馆

新馆，迁建在延安西路凯桥绿地，不
久后这片绿地将更名为“海粟绿
地”，紧邻延安西路的围墙将拆除，
将浦西最大规模的市级美术馆之一
零距离地呈现在市民面前。

馆方认为，涂鸦墙的率先亮相，
既美化了城市环境，又展现了独具魅
力的青年艺术，成为刘海粟美术馆的

“户外公共展厅”，适合更多观众拍照
与互动，这一面 !""米涂鸦墙，也将
会成为每年一次的互联网原创艺术
大展提供的城市公共艺术空间。

又讯 山河颂———北上广书画
名家迎春展，日前在陆家嘴美术馆展
出。此次展览是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
书画家的首度合作，中国书协主席
苏士澍先生题写了“山河颂”展名。

涂鸦作品从网上搬到墙上
原创涂鸦墙为刘海粟美术馆新馆热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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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 张鸣：
这部戏的成功再次说明好戏是不断
打磨出来的。在新创作剧目过程当
中，新创作剧目的成活率一直不是特
别的高，如何克服新创剧目创作中的
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戏曲院团
应该培养认准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品精神和职业精神。我们舞台剧
跟电影、电视不一样，可以反复修改，
电影、电视一旦放映了以后再修改往
往不大可能。如何利用舞台剧可以反
复研究、反复修改、反复提高的优势，
我们精心提炼高品质的作品，认准了
就坚持下去，对于我们艺术的发展是
非常有利的。

中国剧协副主席 罗怀臻：沪剧
《邓世昌》最可贵之处我以为就是在
努力地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审美转
换。在文本方面，这个作品摆脱了我
们习惯看到的中国古典式，带有侠客
风格的、独立的英雄塑造，而是把一
个历史人物放在历史背景下，展示一
个时代年轻人的情怀、理想和他所处
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舞台审美的表现
上，显而易见演出的视觉和听觉都带
着强烈当下审美的特征。在表演方面

也不是惯常看到戏曲行当化的小生、
青衣、老生式的表演，而是活生生的，
个性化的，带有现代表演艺术审美的
表演。此外，这个戏的主体观众让我
们欣喜地看到已经转换为当下城市
青年观众群体和知识阶层的群体。这
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戴 平：我觉
得沪剧院决定创排这个戏以后是自
找苦吃，开始定这个戏的时候我们有
一定的担心，觉得很可能会吃力不讨
好。但是出乎意料，经过两年三改，整个
戏整体的舞台呈现令我们上上下下，
包括一直看戏的这些人都非常的惊
喜，感觉出乎意料的好。对于这样一个
艰难、重大的挑战上海沪剧院交出了
出色的答案，也发出了响亮的上海声
音。我认为这个戏对于沪剧艺术的传
承、发展、提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戏曲学会执行顾问 薛若

琳：我很佩服上海沪剧院的领导班子
做了很好的题材选择。我也很佩服主
创等团队他们综合吸纳了当前甲午
海战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新评价了一
些历史人物，比如说丁世昌、刘步蟾等
等，也重新诠释了那段悲惨的历史。这
出戏有很强的真实性，真实是历史剧

的生命。看了戏以后我感觉会有厚重
的历史感和很强烈的时代感，戏很大
气，在沪剧发展里程碑上做了巨大的
贡献，这出戏丰富了沪剧的舞台呈现，
对剧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周传家：当
初第一眼看《邓世昌》给我震撼和感
染的主要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主创团
体在创作过程当中充满了哲学的思
考和对美的追求。沪剧是吴侬软语、
江南水乡产生的剧种，现在用来写一
个男人的戏，跨度很大，胆子也很大。

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总监 刘文

国：沪剧用通俗、写实的艺术手法歌颂
普通的人，这是沪剧宝贵的财富，一定
要把它发扬好、传承好。这次搞《邓世
昌》就是创新、改革。现在青年人喜欢
看，《邓世昌》在青年人中间看的人特
别多，特别容易接受。第三点，争取青
年观众。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推广、
普及我们的沪剧&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剧协主席 杨绍林：沪剧《邓
世昌》大胆突破以往沪剧西装旗袍传
统戏，豪情激荡的演绎历史题材和邓
世昌等前辈民族英雄的家国情怀，舞
台面貌焕然一新，演员阵容令人欣
喜，成为当下艺术舞台一出优秀新
作。《邓世昌》这个戏是有情怀的，我
觉得这个情怀首先是体现在选择题
材中。作为沪剧选择这个题材还是有
一定的风险，敢于做是需要情怀的，
没有情怀我相信是没有这个勇气来
做这个决策的，有了这个情怀才有了
有情怀的作品。第二，我觉得是有突
破的。大家感受到了这个戏的演出已
经打破了我们以往沪剧做戏的一些
常规，一些表现手法。第三，我觉得是
有美感的。这个美感体现在舞美、灯
光、音乐，以及到表演整个舞台的呈
现，体现在和谐上。

!"#$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去年 %%

月初沪剧《邓世昌》进京汇报演出取
得成功；去年 %' 月 !" 日沪剧《邓世
昌》以四分多钟的精彩片断参加了中
宣部、文化部举办的 '"%$年新年戏曲
晚会，展示了上海地方戏曲的独特风
采；今年三月底，《邓世昌》将在上海各
大高校进行巡演，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大学生……在昨天举行的沪剧《邓世
昌》艺术研讨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表示，《邓
世昌》证明“上海话可以打动不讲上海
话的观众。”

重拾自信
沪剧是上海的地方剧种，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涌现过一批有全国影
响的作品。特别是沪剧《芦荡火种》和
《红灯记》先后被北京京剧团和国家
京剧院改编成现代京剧，最终成为家
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之作。不过前些年
沪剧锋芒渐失，不仅拿不出有全国影
响的新作，连剧团都很少走得出上
海，《邓世昌》在北京的热演让上海沪
剧院重拾了自信。

打开格局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表示：

“沪剧《邓世昌》突破了人们对于沪剧
原有印象，选择《邓世昌》这个题材对
我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也有很
多人表示担心。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考
虑，沪剧走到今天需要多方面改变去
适应这个大时代。特别是创作题材的
选择上不能永远在小儿小女小情调
中打转转，拓展题材也就打开了沪剧
的格局，提升了沪剧的文化内涵和沪
剧的艺术格调。这是沪剧发展的必然
需要，是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地
方文化与城市同行的发展节奏。”

校园巡演
茅善玉在昨天的研讨会上透露，

《邓世昌》将于三月底开始与教委合
作进大学校园，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学生进行 '"多场巡演，既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同时也推广沪剧的影响力，
并计划以此为桥梁探索沪剧沪语大
学生文化节。

茅善玉表示，除了演出还会教大
学生们学做剧中的“旗操”，并与学生
们交流互动，听取他们的意见。上海
沪剧院已经尝试过与年轻学子的交
流方式，赢得了很好的反响。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 沪剧!邓世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