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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些年!戏曲艺术总是戴着一顶"高帽

子#!被叫作"高雅艺术$% 高雅当然是好词

儿!但是戴上了"高雅艺术$帽子的戏曲渐渐

与普通民众疏远了! 却是一个让人忧心的现

象% 好在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不少有识之士开

始呼吁让戏曲回归民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这

两年组织艺术家下基层演出!正是一种尝试%

戏曲源自民间!原本是百姓都喜爱的一

种大众艺术!要让戏曲回归民间!重获普通

民众的喜爱至关重要% 上海戏曲中心去年起

开始组织获奖艺术家下基层!今年这次苏浙皖

之行的演员阵容!更是让人心动!这样的组合

在上海的舞台也不常见!各剧团的主力阵容几

乎被"一网打尽$% 看似"浪费$的阵容!其实却

包含着主办方的一片苦心&&&只有这样的豪

华阵容!才可能尽快"圈粉$!让原来对戏曲无

感的人"一见钟情$!让戏曲早日"回娘家$%

当然!戏曲的"回娘家$路还很长!还远不

是几组豪华阵容' 几场下基层演出就可以完

成的!业界人士还需不断努力% 王剑虹

让戏曲!回娘家"

梅花白玉兰
盛夏送香来

“双奖”艺术家
将赴苏浙皖演出

! ! ! !时至今日，中国的芭
蕾舞团到欧洲巡演，依
然会有不了解当代中
国的外国友人，礼
貌而谨慎地询问：
“中国芭蕾舞也
穿 脚 尖 鞋 跳
吗？”每到这时，
辛丽丽都会不
厌其烦地耐心
解释，并邀请对
方来看一场演
出，不论是“通行
天下”的经典《天鹅
湖》，或是改编自民间
传奇的《梁祝》，还是具有
浓郁海派风味又有现代感的《长
恨歌》，都无不例外打开外国观
众的“新视野”，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看中国芭蕾，却无不
惊叹：“芭蕾舞融入东方风韵，居
然这样独特耐看。”
昨日，在日程满满的第六届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赛事间歇，
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
团、辽宁芭蕾舞团、重庆芭蕾舞
团、天津芭蕾舞团等五大中国顶
尖芭团的当家人们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如何用国际通行的芭蕾
语汇说好中国故事。说起在欧洲
等地巡演经历，上芭团长辛丽丽
感叹道：“从不知道我们穿不穿
脚尖鞋，到被中国芭蕾舞独特风
韵所倾倒，我目睹了太多外国观
众眼神从惊讶到惊艳的变化，真
心让我感受到，我们带着中国芭
蕾舞作品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去
演出，而是扮演者文化使者的角
色，将我们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世
界各地。”

!"#"年，中国首家芭蕾舞
团———中央芭蕾舞团诞生，!"$"
年第二家———上海芭蕾舞团成
立，到上世纪 %&年代，中国有
'&个芭蕾舞团。现如今，广州、
天津、苏州、重庆乃至甘肃兰州，
纷纷成立芭蕾舞团。在 (&年里，
中国芭蕾飞速发展。虽然在技艺
上，中国芭蕾是以俄罗斯学派打
下的基础，但在题材内容上，中
国芭蕾从未放弃自悠久历史文
化传统中汲取能量，注入中国芭

蕾作品。中芭团长冯英回顾，
)"(*年开始，《红色娘子军》《白
毛女》等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剧
一部部被打造，“在艺术上，我们
始终坚持中国芭蕾自身特色，形
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芭

蕾舞开始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灵
感，《草原儿女》《沂蒙颂》《林黛
玉》《祝福》为中国芭蕾带来崭新
气息。现当代题材中也有出色的
《敦煌》《九色鹿》等，中国芭蕾与
时俱进，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也
将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融入其
中。+,!&年，越来越多的芭蕾舞
团开始着力于编导人才的培
养，挖掘民族性，渐渐树立中国
芭蕾舞剧的标识度。辽宁芭蕾
舞团的《八女投江》创排时，很
多人不看好，觉得优雅的芭蕾
如何“打鬼子”，但团长曲滋娇
力排众议，巧妙保留了芭蕾的优
雅唯美，并在英雄故事中挖掘人
性情感。
其实，无论是西方芭蕾或是

东方芭蕾，作为一门传递情感的
艺术，若舞蹈中没有对人性的挖
掘，不能引发情感的共鸣，充其
量也就是一项技巧高超的“体育
竞技”，用此届芭赛评委乌丽安
娜·洛帕特金娜的话来说：“如果
不能看到人性的表达，或是带来
思考，观众又为什么要在剧场坐
-个多小时看一场体育比赛呢？”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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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福楼拜、大仲马、简·奥斯丁等欧洲古
典名作里，小说总是与铜版画共生共舞，它
们总是整体地呈现在观众跟前。昨天下午，由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主办的“文学与版画”———金宇澄、卢治平跨
界交流展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展出，展品
涵盖插图版画及丝网版画近 %&件作品。

金宇澄，对外身份是《上海文学》的编
辑，.,).年以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
篇小说《繁花》而家喻户晓。除却小说字里
行间的上海风情，读者们最有印象的，是书
页中若干手绘地图，金宇澄说，这是自己身
体力行地仿效古典小说的传统。因此，他写
了马的故事，画了钉马掌细节；写了怎么割
麦的故事，画“打麦捆”分解图。在去年创作
的《格列佛游记》主人公狼狈地被小人们拉
进了皇宫，让大英图书馆的馆长看得忍俊
不禁，后来这件版画被大英图书馆收藏。
金宇澄说，从小没有学习美术的机会，

写作时却为自己的小说画插画。一来是有
倾吐的欲望，不配图的文字不太完整。第二
个愿望更“朴素”，要让读者感受到购买一
部小说是物有所值。“我喜欢普希金作品里
配图铜版画的线条，这份文配图的传统，我
们如今的小说家似乎淡忘掉了。”金宇澄的
画作是伴随着小说一起思考的，是让读者
身临其境的场景，偶然画了什么觉得有趣，
便在白纸上继续画下去了，有自己动手“倾
其所有”的感觉。导演王家卫非常认可老金
的艺术天赋，他在构思《繁花》拍摄时说，地
图和插图非常具体，故事或许可以从金宇
澄的画里开始讲起。
卢治平教授目前担任着上海美术家协

会版画艺委会主任，也是上海半岛版画工
作室艺术主持。
因为两位艺术家都是上海人，都经历

过“下乡”。同样的年代、同样的城市、同样
的记忆让这次文学与版画的碰撞有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
此次展览对外开放至 %月 )(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文学与版画 天生是一家
金宇澄卢治平跨界交流展回归传统! ! ! !本报讯（记者 赵玥 王剑虹）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将于后天启动“东方之韵·剧荟江
南”———长三角地区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
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昨天下午，十余位沪上戏曲名家汇聚上
海昆剧团多功能厅，参加此次实践活动的行
前动员会。在未来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上
海的二十多位老中青“双奖”获得者将冒着
高温深入安徽泾县红色文化地区、江苏南京
江北新区、浙江宁波农村地区等地演出采
风，并与当地的艺术家同台交流。

近年来，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通过搭建各
种平台，积极推动上海戏曲工作者深入基
层，深入民众，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戏曲。
去年夏天，“中心”组织了旗下各院团的一批
精兵强将远赴宁陕蒙三地与当地艺术家交流
演出、参观调研。今年 (月“长三角文艺发展
联盟”成立，“中心”也把眼光放到了与上海同
属江南地区、文化气质颇为相似的苏浙皖，此
番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京、昆、沪、越、
淮、评弹等院团的艺术家们将深入长三角，既
是对去年“深扎”活动的延续，也是对长三角
一体化进程中戏曲交流的加强促进。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派出的阵容堪称顶级
配置，有获奖无数的戏曲大家，比如年过古稀
的尚长荣、蔡正仁等，有各剧种的领军人物比
如茅善玉、谷好好、钱惠丽、梁伟平等，还有一
大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加盟其中，将为苏浙
皖观众带来一场场戏曲盛宴。首场演出将于
%月 "日在安徽大剧院上演，节目单上不仅
有蔡正仁的昆曲《邯郸梦·三醉》“红绣鞋”、茅
善玉的沪剧《敦煌女儿·守望理想》、高博文、
陆锦花的评弹《花好月圆》等海派风味戏曲节
目，还有由安徽方面的艺术家们带来的黄梅
歌《和谐四季》、黄梅戏《刘海戏金蟾·十五的
月亮》、徽剧《徽风古韵》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戏
曲节目。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好表示，戏
曲演员向来有夏练三伏的传统，现在上海的
条件好了，但不能流失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
精神，好演员都是在舞台上拼搏出来的。谷
好好认为，现在的中青年演员还需要多一点
锻炼，多一点吃苦的精神，“功是练出来的，我
们需要走出去、走下去，去深扎、去了解。”据
介绍，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在各地的演出将邀
请一线的建设者走进剧场，还将深入农村与
当地农民剧团同台演出，将名家云集、剧种荟
萃的戏曲艺术送到百姓家门口，让中华戏剧
返回民间，走向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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