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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看小剧场话剧是时尚，那么去看“小
剧场戏曲”呢？小剧场戏曲节，将于 !!月在
话剧中心上演。跟着爷爷奶奶去听评弹算
孝顺，那么如果自己众筹了评弹《林徽因》，
是不是应该跟闺蜜一同前往呢？戏曲在保
持表演艺术原汁原味的同时，是否能借势
戏剧艺术、演出模式等，融入当下演出生
态，进入当今观众生活？上海各界，各显神
通，在戏曲创新方面已经做出了多种有益
的尝试，走在全国前列。

!小剧场戏曲节"孕育生机
上海戏曲中心正在孕育戏曲创新的生

机———小剧场戏曲节。这是国家院团层面
首次为戏曲形式创新而推出的平台。
今年 !!月即将推出的戏曲节，将于话

剧中心上演，意味着“小剧场”概念从戏剧
到戏曲的平移。戏曲中心总裁张鸣介绍道：
“小剧场”是上世纪初在国外兴起的“探索
戏剧”的发生地。因为剧场面积小、相对成
本低，适合进行各种话剧形式的实验。如今
话剧样式的丰富，就是源于“小剧场运动”。
“小剧场”也可以尝试激发戏曲的生命

力。戏曲中心工作人员李峥介绍道，平常院
团只排演大戏，未必能让每一位青年演员

都尽兴发挥。而小剧场戏曲节的举办，让每
一位有志于戏曲创新的青年演员拥有平等
亮相的机会。眼下，已经收到包括来自港澳
台等地区的将近 "#个作品，正处于最后评
审的阶段。对于相对成熟，能够成形的剧
作，戏曲中心将给予资金扶持，助其上演，
并为今后成为优秀大戏播种。

上海京剧院推出演出季
上海京剧院副院长曾祖德在日前举行

的落实“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精神座谈会
上，谈及了京剧院首推全年演出季的模式。
演出季是国际剧院、剧场的通行做法，

通常是以年度为单位制定的演出计划。演
出季的优势是，既能有序安排所属演员和剧
目的档期，又能让观众合理规划观赏计划。但
是，在戏曲界，京剧院尚算首开先河。今年是
京剧院成立 $#周年，作为海派京剧的阵地，
推出过史上大批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如《徐
策跑城》《智取威虎山》《曹操与杨修》等。

演出季以 "月、%月、!#月和 !&月为
分水岭，分为四轮。因为有丰富的剧目，所
以使提前规划成为可能。以往，戏曲院团也
就提前两三个月甚至十几二十天，才公布
下一个演出剧目。如此，不利于观众养成观

剧习惯。如今，演出季的推出，对京剧院的营
销、宣传等整体统筹，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
是，无论如何，这对戏曲界而言，意义非凡。

上海评弹团众筹#林徽因$

通常，一个书场的规模相当于小剧场，
容纳人数不超过 '##位。但是，评弹团准备
以众筹的方式推出的《林徽因》，“一定是个
在大剧场上演，面向青年观众的剧目”。评
弹团书记赵倩倩，这位原本在话剧中心工
作的年轻人，更乐于把传统戏曲的道路，嫁
接到年轻人熟悉的生活之中。
“初步规划众筹的金额应该超过 "#万，

否则不过瘾”，赵倩倩透露，“这个题材本身
有戏剧性，又受到都市青年的关注。所以，准
备向社会寻求 "#(的众筹份额。”评弹所需
的演员也就 &人，但是众筹的《林徽因》将在
舞美、服装方面有所创新。例如，演员可能就
按照情境穿演出服，而不是传统的长衫……
激活传统戏曲的内在生命力，还需要

符合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她以自己为例：
“我本来是在话剧圈里工作的，但是偶然接
触评弹后，就发现它那么好听那么美，就一
门心思把工作都调动到评弹团了……”

首席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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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可走海派路

! ! ! !去年，新落成的崧泽遗址
博物馆曾展出了“上海第一
人”、“上海第一井”、“上海第一
稻”等重要遗迹，这些轰动的考
古发现勾画了上海史前先民的
生活场景，将上海的起源提早
到约 $###年前。

昨日，“再叩崧泽之门———
崧泽遗址 &#!) 年度发掘成果
展”在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开
幕，展览成果来源于去年年底
考古人员对崧泽遗址西南部展
开抢救性挖掘。新展出的 !#*

件新出土文物更加完整地向观
众讲述崧泽文化的历史演变。

崧泽遗址地处上海市青浦
区赵巷镇崧泽村，于 !+"*年被
发现，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
的多次考古发掘后，该遗址被
证实存在时间距今约 "&## ,

"+##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
类居住地之一。崧泽遗迹曾出
土过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先民遗
骨、人工栽培水稻以及井、房屋
和村落等遗迹，因此又被称为“上海之源”。

据悉，此次“再叩崧泽之门”展览中所展出
的文物全部来自上海博物馆与河南大学联合于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进行的抢救性
考古发掘。此前在崧泽遗址进行的考古挖掘均集
中在遗址墓葬区，这是考古人员首次对遗址生活
聚落进行挖掘，在崧泽遗址西南部 %$#平方米的
发掘区内，发现了很多从崧泽文化到明清时期的
遗迹，并出土了大量陶瓷器、玉石器、骨角器、铜
器等遗物。
在展出众多文物中，数件玉器格外引人注

目，这些玉器与同一时期的十余件陶器、石器被
一同放在展览的醒目位置。上海历史博物馆研
究人员戎静侃介绍，这些文物是崧泽遗迹首次
发现良渚文化先民的生活印记，他们的生活时
期比发现上海第一人的崧泽文化晚了数百年。
出土的玉锥形器一端有榫头，上钻一孔，便于穿
带，多见于祭祀丧葬，通过形制可判断，这是典
型的良渚文化装饰物，具有重要的发现意义和
研究价值。而所有出土玉器中并未发现良渚文
化中最有辨识度的高级玉器玉琮，这表明在良
渚文化时期，崧泽地区可能并不是政治中心。
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中精选的出土文物均按

照所属时期的时间顺序进行陈列，除了崧泽文
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的文物外，展出中还有八
十余件春秋战国时期和唐宋时期等不同历史阶
段的典型器物。
如展览中展出的数十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大

大小小的原始瓷碗，采用原始青瓷材质，内壁有
弦纹，施青釉，充分展现了先民通过精选瓷石、
控制窑温和人工施釉等工艺的改进，完成了从
陶到瓷质的历史性飞跃。此次考古还发掘出土
了一枚罕见的春秋战国时期铜锸，这件青铜农
具与其他青铜矛、青铜钺、青铜削等兵器、农具
和小型工具的出土，丰富了上海地区先秦时期
青铜器的种类。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陈杰表示，&#!)
年秋冬之际的这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年代跨度
达 )###年，丰富了人们对崧泽遗址的认识，观众
可通过展览了解古人的衣食住行，与古人相会。

此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和河南大学共同主办，将持续到 !#月 '!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实习生 鲍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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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轮船、钢琴。一部电影，叙述了遗
弃在豪华游轮上的孤儿，成为天才钢琴家的
音乐与爱情故事。这部感动了千万观众的不
朽之作《海上钢琴师》，也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的心头之爱，前天，他刚登上“海洋量子号”
游轮，就对记者喃喃地说，“我终于也要当一
回海上钢琴师了！”

听说郎朗要在游轮上举行钢琴音乐会，
这期的“海上量子号”四千多个舱位几乎全
满。正逢暑期，很多都是家长带着他们的小
琴童，前来海上约会和“朝拜”郎朗。

这艘 !$-% 万吨的巨轮离开上海吴淞
港，向大海深处驶去。而船上的皇家大剧院，
正等待着郎朗海上钢琴音乐会的首秀正式
亮相。当天下午，郎朗选择了肖邦的“谐趣
曲”作为音乐会的第一支曲目，他向观众说
明，在船上随着波浪摇晃行动的节奏既快速
又诙谐，非常符合这支曲子的旋律。随即，他
手指灵敏触键，斯坦威钢琴顿时发出欢快犹
如天籁般的声音。

虽然这位享誉海内外的钢琴家到过世
界各地，但在演出前，郎朗还是掩饰不了兴
奋地告诉记者：“这是我首次乘坐大型游轮、
首次在船上弹钢琴、首次在海上举行音乐
会！”三个首次，注定了此次音乐会的不同寻
常。“你的海上音乐会将给大家带来什么特
殊的感受？”记者问。“摇晃。我现在明白什
么叫自然的摇晃了。”临开演他都没有定下
曲目，他突发灵感，“就选与水的流动相关的
曲子！”
接下来，他弹奏了中国乐曲《珊瑚舞》与

《水草舞》，耳熟能详的乐曲仿佛淙淙流水，
宁静恬淡，游客们听得如痴如醉。

也许是郎朗知道台下有大量的小琴童

缘故，之后他献上的曲目多以经典的适合练
习的乐曲为主。比如柴可夫斯基的《船歌》、
《圣诞圆舞曲》，肖邦的《圆舞曲》、李斯特的
《爱之梦》等。节奏婉约、气质稳定，透露出成
熟音乐家心灵演绎的功力。最后，在一曲老
少咸宜的“春节序曲”喜庆中结束了这场精
彩的海上钢琴音乐会。小朋友们意犹未尽，
纷纷上台去与郎朗合影留念。

郎朗走出剧院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今年我将会走岀音乐厅，选择一些特殊的
地方举办音乐会。比如海上，还会到酒泉，发
射卫星的沙漠里，还有天池，等等。在更多的
地方演奏钢琴，会给我弹奏钢琴音乐更多的
精神养料！” 首席记者 朱光

郎朗举行海上钢琴音乐会

摇晃之中奏!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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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的席纹三足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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