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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评弹宗师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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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届“扶青计划”共收到来自中、
德、英、美、韩 !个国家近 "##份作品申
报，通过层层遴选，$位青年艺术家的 %

部作品入选“扶青计划”委约项目。%部
原创作品涵盖了戏剧、戏曲、歌剧、舞
蹈、策展影像等多种体裁。&部聚焦现
实、探索现代人内心的作品尤其受到评
审专家的青睐。

其中，实验艺术《处女作》（见上图）
的主角是一群偏远山区的老人们，创作
者陈凤华鼓励这些务农为生的老人拿
起画笔，绘出自己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这是老人们的处女作，也是陈凤华的情
怀之作，作品突破性地以策展结合影像
进行展现，成为“扶青计划”$年来首部
入选的策展作品。

一个是用京剧改编海明威的《老人
与海》，一个是用歌剧讲述《聊斋》里的
画皮故事，京剧独角戏《老人与海》和实
验歌剧《皮》很好诠释了“扶青计划”立
足传统艺术基础之上的传承与创新。

云南特有的白族说唱艺术大本曲
在上戏毕业的云南籍演员杨韫嶷的改
编下，与话剧、肢体剧以及现代偶剧相
结合，诞生了实验戏剧《鸳鸯履》。云南
舞者金花则将白族传统鞭舞融入现代
舞《霸王鞭》（见右图）中，加上知名舞蹈
制作人法鲁克·乔德里、英国作曲家乔
安娜·克拉拉等多国创作团队联手，赋
予了这部作品国际元素和相当高的制
作水准。

除了“扶青计划”的委约作品，$天
的青年艺术创想周中，'#余部来自世界
各地的邀约作品则呈现出跨界融合的

多元性。此次，风靡全球的英国国
家剧院“国家剧院现场”（()*+,-）项目
首次登陆青创周，带来英国皇家莎士比
亚剧团的 &部戏剧影片。其中包括由
“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领衔主演
的《哈姆雷特》，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哈罗德·品特编剧、“甘道夫”伊恩·麦克
莱恩主演的《无人之境》。

此外，今年在爱丁堡艺穗节独放异
彩的视觉戏剧《一封信》、去年在阿德莱
德艺术节上颇受青睐的跨界音乐作品
《茧》、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制作的
戏剧《俄狄浦斯》均将来沪。而中国香港
的作品《武·狮舞》则将在上海完成他们
的首演，现代舞与传统狮舞的碰撞，亦
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自 &#"' 年创办“青年艺术创想
周”开始，艺术节每年携手上海戏剧学
院，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艺术启迪，
拓宽艺术视野。今年，多位国内外艺术
大师及名家都将在青创周带来一系列
讲座，让观众零距离感受国内外最新
艺术理念。而为了更好地扶持青年艺
术家的成长与创作，“扶青计划”特邀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黄豆豆，著名
编剧喻荣军，知名媒体人孙孟晋等为
% 部作品悉心把脉，为作品的呈现“添
砖加瓦”。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戏剧爱好者和
艺术爱好者走进青创周，上戏校园内届
时将出现不同主题的艺术活动，无论是
以创想周为主题环境布置的咖啡馆，还
是为年轻艺术爱好者专门打造的“电竞
日”，亦或是广场戏剧《王的名义》、环境
戏剧《灵魂有香气的女人》、草坪上的舞
蹈《旅途》等，都将呈现青创周无处不在
的艺术氛围。 本报记者 赵玥

不同艺术语汇在此交融
艺术节%扶青计划&助创作者走向国际舞台

! ! ! !本报讯（记者 朱渊）为纪念评弹一代宗师
蒋月泉先生的百年诞辰，自去年《寻找·蒋月泉》
评弹专场演出获得强烈反响后，根据蒋月泉艺术
人生为基础、追溯大师生平足迹，将其生平故事
和“蒋调”经典作品结合起来的原创中篇评弹《蒋
月泉》将于 ""月 ""日."%日在上海大剧院中剧
场上演。
作为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江南韵·上

海情”板块重头戏，这部原创作品将和沪剧《敦煌女
儿》、古诗词演唱会《诗魂词魄》一同，展现江南文
化、海派文化的魅力。
此番亮相的原创中篇评弹《蒋月泉》，以评弹艺

术形式来展现这位评弹宗师的一生，可谓是一次崭
新的尝试。这一中篇采取集体创作的形式，由朱信
陵、司马伟、秦建国分头执笔完成《情迷歧途》《凤凰
涅槃》《艺登巅峰》三回书目，精于评弹唱词研究和
写作的窦福龙统筹撰稿，统一人物和风格，既体现
唱词的典雅和文学性，又强调文字流畅、雅俗共赏。

作品自去年蒋月泉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
后便启动创作，经集中商讨、拟定提纲后确定人物
事件、写作角度，不断修正、加工、提高，来来去去易
稿数次。参与创作并演出的评弹名家秦建国表示：

“我们试图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的人走近蒋月泉、
了解蒋月泉、喜欢蒋月泉，从而也让评弹艺术走得
更远。”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不断推

进的当下，原创中篇评弹《蒋月泉》也以大评弹概
念、大协作融合集结了当今评弹界出类拔萃的名家
和最具潜力的新秀。星光熠熠的阵容中既有苏州评
弹名家新秀盛小云、张建珍、陈琰、钱国华，也有上
海评弹界生力军秦建国、高博文、黄海华、姜啸博、
王萍、王承、候骁晟、吴啸芸等。两地评弹界的强强
联手，让这部新作更具“含金量”。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

席盛小云直言：“蒋月泉大师在评弹界是人人敬服，
无论是他的人品还是艺德，都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听说是围绕他的生平创作的作品，大家都积极踊跃
参与，绝无二话。”

作为关门弟子，秦建国也肩负着传承、弘扬蒋
派的重任，他坦言：“用评弹来说蒋月泉、唱蒋月泉、
演蒋月泉，也是想通过大师的一生，让后辈演员从
中得到启迪，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不懈努力，勤奋
学习，刻苦锻炼，永攀高峰，树立为传统文化、评弹
艺术事业做出奉献的信念！”

! ! ! !本报讯（记者 厉苒苒）昨天，曾
演唱《天边》《吉祥三宝》的著名蒙古族
音乐人布仁巴雅尔因心梗去世，年仅
!/岁。

布仁巴雅尔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的一名播音主持人，他从小在草原深处
长大，过着游牧生活。他的歌曲《天边》
《呼伦贝尔大草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等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纯净如天籁
的声音让很多听众爱上了大草原。
“布仁巴雅尔”在蒙古语中有“全

喜”之意。&##%年，他带着妻子乌日娜

登上春晚舞台，一曲《吉祥三宝》轻松有
趣，朗朗上口，成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
的“神曲”。《吉祥三宝》其实是布仁巴雅
尔是写给女儿诺尔曼的作品，这首歌通
过简单、精巧的词句，以一问一答的歌
词形式展现了清新草原风格。
据悉，布仁巴雅尔前两天还在海拉

尔做他摄影展的发布会，得到他去世的
消息，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非常惊讶，
“悲痛到不能自已”。如今，吉祥三宝永
失一宝，也许，布仁巴雅尔变成了远方
的星星，继续去天上吟唱了。

! ! ! !本报讯 （记者 徐
翌晟）昨天，“艺江南”中
华文化走出去项目启动
仪式在松江广富林文化
遗址内的朵云书院举
行。广富林有“云间北首
第一镇”的美誉，其文化
上承良渚，下续马桥，距
今 0###余年。粉墙黛瓦
的朵云书院里，部分驻
沪领馆代表、在沪跨国
企业代表等 '# 余位外
宾成为“艺江南”的首批
受众，通过观江南、知江
南、品江南、听江南、赏
江南，感受江南文化的
魅力。
江南文化体验展区

内，人们纷纷被“圈粉”。
朵云书院内回廊环绕，
高墙围闭，人身在其中，
为松江人文历史有关的
线装古籍、非遗传人郑
名川精心遴选的八十余幅明版明画艺术珍
品所环绕。由青年演员带来的昆曲表演，惊
艳四座；评弹《白蛇传·赏中秋》的凄美爱情
故事超越国界感染观众；古琴演奏《良宵
引》则向人们诉说月朗星辉、良宵雅兴的妙
趣。嘉宾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正在朵云书
院举办的木刻水印展，外国朋友还亲自动
手体验木刻水印艺术。
“艺江南”品牌标识也在当天揭晓，中外

嘉宾为全息影像“艺江南”品牌标识揭幕。设
计师将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乌篷圆月融入
“艺”字当中，中文像水中圆月，营造出江南文
化的意境。
本月下旬，“艺江南”海外行首站将正

式启航。1月 &&日至 "#月 "0日期间，由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上海朵云轩集团
承办的“艺江南·江南百工”———非物质文
化遗产海外巡展将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和郑和·朵云轩（马六甲）艺术馆举办，届时
将向海外观众集中展现长三角地区非遗文
化的技艺特色、艺术成就以及人文情怀。
“艺江南”项目由市政府新闻办、市文

联、东方网联合主办，旨在向海外展示江南
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板块，“扶持青年
艺术家计划”已走入第7个年头，共有59部委约原创
作品从“扶青”平台走向了国际舞台。本届艺术节“扶青
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将于10月21日至27日举
行，7天内将有6部委约作品、30余部邀约作品在上海
戏剧学院、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等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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