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它一定是时尚的，一定是先锋的，一定是高
级的。”昨天下午，沪剧《敦煌女儿》的导演张曼君
在谈到这部正在排练中的作品时面对记者说。由
上海沪剧院携手戏曲界金牌创作团队打造的原创
大型沪剧《敦煌女儿》将于 ! 月 "# 日晚在东方艺
术中心试首演，这部剧目讲述了敦煌研究院第三
任院长樊锦诗以 !$年的执著扎根大漠，从上海小
女孩到敦煌学大学者，穷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的
人生历程。樊锦诗由上海沪剧院院长、二度梅花奖
获得者茅善玉扮演。

执 着
早在 !年多前，上海沪剧院就曾推出过一版

《敦煌女儿》，首演之后经过几轮修改都未能达到理
想状态，此后该剧一度“消失”在沪剧舞台上。不过
茅善玉对这个题材颇为执着，她说这个题材、这个
人物是打动人心的，放弃太可惜了。这几年茅善玉 !

次带队去敦煌，感受大西北的风沙和敦煌的历史，
并与樊锦诗成了朋友（见上图）。最近一次与此次的
导演张曼君等一同去敦煌采风时，甚至还在当地遭遇
了被毒蝎子蜇伤的险情，昨天茅善玉说起这段经历毫
无半点惊怕的意思，反而一直面带笑容，还开玩笑说
因为中了这么一次小毒，自己的身体反而更好了。

创 新
这一版的《敦煌女儿》从编剧到导演的主创团

队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剧本也是重起炉灶重新创
作，与 !年前的版本并无关联，仅仅剧名相同、主要
演员基本相同而已。据介绍，新一版的《敦煌女儿》
总体上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叙事结构则尝试在过去
时和现在时之间不断跳接、对话，“舞台的空间随着
人的表演迅速变化，一会儿西部、一会儿上海，一会
儿过去、一会儿现在。”张曼君介绍说，“这是对表导
演艺术一次比较大的探索和追求。”这个剧的另一
个主要创新突破在音乐方面，剧中有独唱、领唱、重
唱、对唱、轮唱、大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还借鉴了
歌剧的宣叙调等，从昨天现场表演的片断来看，音
乐方面的创新步伐还是跨得相当大的。

挑 战
在过去时和现在时之间不断跳接的叙事结构，

虽然给表演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对于演员来讲也
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扮演樊锦诗的茅善玉，
常常需要在 "!岁与 %$岁之间来回跳接，用导演张
曼君的说法是一个转身、"秒钟时间就要完成一次
跳接，她认为这是一种“只属于舞台的美学状态”。
事实上这样的表演方式，在一些实验戏曲中还是可
以看到的，但在像《敦煌女儿》这样的新编大戏中极
为少见，特别是整个戏就建筑在这样一种不断跳接
的基础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了。茅善玉表示，这样
的表演挑战还是蛮大的，在跳接中面妆肯定是无法
改变的，有几场可能连头套都来不及戴，披一件衣
服就要从 "!岁变到 %$岁，只能完全依靠演员的表
演来完成了。
目前，《敦煌女儿》已被列入国家艺术基金、上

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并入
围 "$&%年全国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作品计划。
除了 !月下旬在东艺的试首演之外，&&月在樊锦
诗的母校北京大学的演出也已敲定并出票。

本报记者 王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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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两百多年前，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随船沉入海底的
茶叶，深埋至今，还能不能喝？近日，在全民饮茶周上展
出的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打捞起的茶叶引起了许多人
的关注。&'(!年，一艘满载中国茶叶的货船从广州出
发，在驶入哥德堡港口时触礁沉没，&))*年沉船被打
捞出水。由于密封锡罐的保护，其中有一些茶叶今天还
可以冲泡饮用，“哥德堡沉船茶”已成为研究乾隆年间
茶文化的重要文物。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胡晓芒 摄影报道

!沉船茶"还能喝吗

! ! ! !继经典诵读大赛、中华语言文字大赛、中
华古诗词大赛等传统文化赛事之后，今年的
上海市民文化节拉开了中华诗词文赋大赛的
帷幕。昨天，大赛在嘉定区图书馆启动，诗词
爱好者与专家学者、往届明星选手沐浴春风
共聚一堂，品味古人诗意。

大赛主题为“美丽”，从清冷高洁的“床前
明月”，到妩媚多情的祖国河山，嘉定区图书
馆副馆长黄莺表示：“要将美丽诗意的种子种
进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为此，本次大赛
采取了无门槛海选的方式，市民们在家拿起
手机，就能以 +!游戏的形式答题闯关，在趣
味中参与竞赛。

跟大赛答题系统一同揭开面纱的还有嘉
图门前的“诗文亭”。这座小亭乍一看与近年
来商场里流行的“迷你 ,歌房”十分相似，古
色古香的装饰贴纸又显得格外雅致。前几日
还未启用时，“诗文亭”就已经引得不少市民
好奇地上前询问，昨天正式亮相，立刻就有人
围过来体验。原来，“诗文亭”正利用了与“迷
你 ,歌房”相同的点播设备，但设备中存储的
却并不是歌曲伴奏，而是名家朗诵的古诗词
音频。市民进入亭中，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
码，就能选取喜欢的篇目欣赏，还能利用亭中
的麦克风配乐朗读录制音频。一篇读罢，录好
的音频就会自动发送到自己的微信中供读者
保存、分享。“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两位小朋友兴奋地跟着耳机中的“导师”诵读
诗句，还没走出“诗文亭”便又拿着家长的手
机听起了录音。据介绍，诗文亭的诗词库里存

放了一百多篇诗词文赋，内容上都与大赛的
“美丽”主题吻合。设置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市民即使不参与竞赛、或者在没有比赛的平常
日子里，也感受到大赛营造的诗意氛围，感受
到诗词之美。

中华诗词文赋大赛的网上海选将于 (月
*-日正式开启，市民可以登陆“文化上海云”
及“文化嘉定云”.//、网页、微信公众号，或登
录上海市民文化节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网
络答题。 见习记者 吴旭颖

“诗文亭”揭开面纱
中华诗词文赋大赛正式启动

!"#$%&

! 小朋友

在诗文亭内

朗读唐诗

胡晓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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