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房四宝之一的砚
台，正呈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一方面使用砚台
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
它的身价反而百倍递
增。近日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的“!"#$ 上海中
华砚文化暨书画艺术展
览会”，引发了人们对这
个话题的议论。
“过去，中小学生几

乎人手一个砚台。现在
不仅一般学生很少用砚
台，甚至有的书画家也
不用砚台磨墨，而是使
用现成的墨汁。”画家郑
伯萍说。

但近年来，砚台的
拍卖行情一路上升。如
!%"&年西泠印社“文房
清玩·历代名砚专场”
中，估价为 '%万—#(%

万元的“吴昌硕铭、沈石
友铭石破天惊端砚”以
!$(万元成交；中国嘉
德 !%#%春拍“翦淞阁—
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
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
)!(*+万元高价成交；北
京保利 !%#%春拍，清乾
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
及紫檀盖盒以 #)%%万元成交，打
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

不仅古砚和当代名家砚台身
价大增，制作砚台的石材的价格也
今非昔比。艺术评论家,先生数
年前看中一方未经人工雕琢、天然
造型的大西洞老坑端砚，讨价还
价，忍痛花了 #%万元买下。隔年，
卖家竟托人求他以 $%万元购回。
砚台行情暴涨并非由于更多

的人用砚台，而是由于人们将砚
台作为古董或艺术品来收藏和观
赏。实用意义越来越小的砚台，变
成了老唱机和黑胶唱片。

对于砚台实用功能的衰退，
有不少人感到惋惜。郑伯萍分析
道，对于中国书画家来说，研墨不
仅为了取得效果更佳的墨汁，还
是创作前有效的心理调节过程。
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砚台毕竟
不过是一种过时的文具，就像打
字机一样，有了电脑后，它就很快
被取代。然而从中华优秀文化的
传承角度来看，让孩子们了解砚
台，并适当使用一下砚台，也是有
好处的。这就像古琴和古乐，它是
我们文化血脉中的古老基因，不
应该被弃如敝帚。“即使你不会使
用，也不妨了解一下。”

据悉，在上海展览中心的这
个展览，荟萃了 (%%余方古今各类
砚台，是中国砚文化的一次集中展
示。该展将持续到 #-日，然后将移
至上海市青浦区博物馆续展至本
月 $%日。 本报记者 林明杰

! ! ! !本报讯 上海作家桂国强，最近推出了由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的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光阴的碎片》。这部二十万
字的散文集，收集了作者一百篇题材不同、类型各异的散
文，真实而又艺术地记录了上世纪 '%年代以来的社会万
象和人文风貌，读来生动有趣。 （闻逸）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本届“上海之
春”期间，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 #+台、#'
场音乐会中的大部分制订了 )*(折、(*(折、
+*(折的套票计划，而学生、老人、教师、军人
则更可享受对折优惠。目前，门票已通过上音
票务网开始对外发售，对折优惠票则通过全

市高校联网的易班网，面向学生供应。本月 !#、!!日两天，
上音还将在校园内设摊销售优惠票，最低票价仅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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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京剧院的“!-少 ./上海”
将于本月下旬在东方艺术中心亮
相。此次北京京剧院排出由 !-位优
秀青年演员组成的庞大阵容“抱团”
出击，剧目则挑选了三出观众十分
熟悉的经典老戏，并最大限度地安
排了更多观众喜爱的京剧流派，以
此吸引观众，以戏保人。不过记者在
采访中也发现，“!-少”中有不少青
年演员其实已不满足于“传承”，对
于新编戏以及“属于自己的戏”表现
出更大的兴趣。不过从目前来看，即
便是名角担纲的新戏，市场表现也
难如人意，对于青年演员来讲难度
自然就更大了。

打牌子扎堆抱团
这次北京京剧院来沪的三场演

出打出了“!-少”的概念，!-位青年
演员几乎都在各类大赛中获过奖，
其中不少是“青京赛”金奖得主。此
次演出项目的制作人林恺表示，之
所以以如此庞大的阵容“扎堆”“抱
团”来沪，既有票房方面的考量，也

是出于整体影响力、整体形象方面
的考虑，希望能“更有力而风光地把
招牌打出去”。平心而论，此次来沪
的 !-位青年演员虽然其中不乏在
观众中颇有人气者，但若“单打独
斗”在演出市场上还难成气候。因而
此次剧院和制作方不仅主打更有观
众缘的传统老戏，以戏保人，每天的
演出更是在演员和流派的数目上做
足了“加法”，三天演出最多一天将
集中“!- 少”中的 !0 位，最少一天
也有 0+位，但那一天的《白蛇传》将
颇为罕见地排出 &个流派的白素贞
和 !个流派的小青，以此来吸引观
众。因而这一规模可观“主动出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出于一种无
奈，毕竟这样规模的三场演出即便
全满是否能保本也很难说。

演老戏难以“成全”
虽然此次“!- 少”连演三天传

统大戏可说是为了“迎合”观众需
求。不过客观地说，对于青年演员来
讲，“传承”虽然要紧，但欲求自我发

展，老戏却很难“成全”他们。“!-

少”之一、裘派创始人裘盛戎的嫡孙
裘继戎就表示：“起码我不想做我爷
爷的复制者。”“这个艺术只属于他
一个人，别人学不了，学了也不过是
复制。”而此次演出虽然包装相当新
颖，但内容无非是经典老戏加各种
流派，观众看戏时难免以“像”与“不
像”来评判各位青年演员。而若以此
标准来评论，现在年轻一代演员不
仅无法与流派创始人那一代相提并
论，即便与长他们一辈的演员相比，
也存在“先天不足”。沪上京剧名丑
孙正阳在总结“正字辈”成才率高的
原因时曾归结为“看得多、学得多、
演得多”。对于现在的青年演员来
讲，这“三多”都难以做到。“!-少”
之一的张建峰坦言，成长过程中遇
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学得少、演得
少”，而且“前一批演员比如杜镇杰
他们都见过不少老先生，到了我们
这一代老先生少了。”而舞台实践少
几乎是所有接受采访的青年演员共
同的困惑。

求“颠覆”难被接纳
虽然有不少接受采访的青年演

员承认目前阶段“传承”依然是首要
的，但言谈之中，这些大都已“金奖
加身”的青年演员也流露出希望做
一些“属于自己的戏”的念头。

裘继戎强调说：“‘完全颠覆’，
这是我想做的事。其实真正好的艺
术，你只要‘瓤’对了、内核对了，就
成功了。”“!-少”之一、赵燕侠的传
人吴昊颐也坦言：“我更喜欢新戏，
角色有张力的那种，比如‘金子’这
样的人物，演得过瘾。”
谭门第七代传人谭正岩的表述

则婉转一些：“我想演为我量身定做
的戏。”不过目前的演出市场对于新
编戏的接纳程度并不高，青年演员
担纲的新编戏就更难以“拢住”观
众。吴昊颐表示：“有些人有创新意
识，但是老观众会不买账，会不看
好。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允许尝
试。”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 ! !本报北京今日

电（驻京见习记者
陶禹舟）昨天下午，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透露，《“平安
故宫”工程总体方
案》已于近日获国
务院批准，争取通
过 '年努力，在紫
禁城建成 +""周年
时，完成北院区建
设、地下文物库房
改造、基础设施改
造、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安防新系统
建设、院藏文物防
震和抢救性科技修
复等 &项工程。

单霁翔表示，
“平安故宫”工程的
保护对象是 0& 万
平方米的木结构宫
殿古建筑群、0'"万
件 藏 品 和 每 年
0("" 万观众的安

全。“平安故宫”的近期目标正是争
取用 $年时间有效缓解目前存在
的火灾、盗窃、震灾、藏品自然损
坏、观众安全等重大安全隐患。
单霁翔昨天还在现场宣布，

即日起紫禁城全面进入“无烟”
时代。“想吸烟，只有 )个地方，
午门外、神武门外、东华门外和
西华门外。”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针对选
手喻越越参赛“跑调”风波，央视青
歌赛组委会邀请专家进行听证复
议，昨天公布了调查结论，认为：“乐
队按照选手提供的电声乐队功能谱
演奏，伴奏情况不构成选手走音的
理由。”记者注意到，尽管不少专业
界人士对这个调查结论颇有微词，
但普遍认为青歌赛组委会能重视各
方意见和观众议论，并公布调查结
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喻越越上周在参加青歌赛决赛

出现演唱音准失误而抱憾出局后，

她所在的吉林代表队即向组委会提
交书面意见，认为她的跑调是因为
乐队演奏错误造成，希望能认真论
证，给予答复。许多观众在比赛之
后，对演唱出现跑调是歌手失误还
是乐队出错展开热议，不少专业界
人士更是进行详细分析，在微博上
纷纷发表看法。前天，组委会邀请了
现场评委、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

黄小曼，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易山
和中国音乐学院教师胡廷江，作为
独立第三方比对了选手提供的演奏
功能谱、审听了选手合练和比赛音
频，并由此得出了调查结论。专家们
还认为，选手要与乐队深入沟通，积
极适应临场状况；喻越越提供的伴
奏功能谱较为复杂，不够清晰，最终
导致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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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国强推散文集《光阴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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