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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时一年的研究整理，由刘海
粟美术馆策划主办的“海派绘画年
度研究展”终于揭开面纱，昨日，从
各地借展的海派早期几十幅重磅精
绝之作在专家研讨会上开箱露面，
将从 !月 !"日起向公众开放。

海纳百川 开宗立派
系列展览的第一回将海派艺术

的故事从 !#$%年讲述至 !"&'年，
此次展览将第一次呈现海派绘画早
期海纳百川的繁荣，众多海派大家
的精绝之作将渐次亮相。呈现上海
开埠后，海派画家以豫园为中心、以
社团为纽带，怀着赈灾济贫的公益
精神，砚田鬻画，砥砺激发，交相辉
映的艺术盛景。

“沪上三熊”———朱熊、张熊、任
熊，“海派四杰”———虚谷、蒲华、任
伯年、吴昌硕，“萍花九友”———吴石
仙、吴大澂、顾若波、胡公寿、钱慧
安、倪墨耕、吴谷祥、金心兰、陆恢，
“出蓝小才女”———吴淑娟，“豫园书
画善会”首任社长、“钱派”领袖———
钱慧安，“海上双壁”———吴昌硕、王
一亭，“海上四妖”———曾熙、吴昌
硕、李瑞清、黄宾虹，包括首来沪上
卖画一举成名的张大千，以及拜吴
昌硕为师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作品，
将悉数亮相。这些名字中有不少人，
赤手空拳地带着梦想走入上海，与
这座城市那个时代彼此成就，从上
海走出后，在全国乃至世界开枝散
叶，成为一位位受人景仰、光耀美术
史的艺术大师。

最为稀罕的是，这些作品大多
为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堪称稀世珍

品。吴昌硕曾孙吴越特别提供了家传
几代人的珍藏品，其中一方砚台为吴
昌硕先生 ())"年自铭自刻，是泰始
钟形砖原砚，凹形酷似古代钱币，并
属“磨泰始专（砖）安平，泰瓦磨之间
有道在。”据介绍，这方砚台取材吴昌
硕老家的砖墙，乃其名声大噪之前所
刻。在其腾达之时仍然不忘初心，这
方砚台伴随吴昌硕左右。

复制场景 布展创新
展览还特别辟出一个展厅复制

豫园场景效果，呈现海派早期主要
社团及代表画家作品，以场景*作
品*文献*电子互动的方式，给观众
不一样的观展体验。搭建场景不是
凭空想象，而是来自擅长画时事新
闻的工笔名家吴友如《豫园宴乐
图》，图述 ())+年上海道台刘瑞芬
在豫园仰山堂宴请德国皇孙海哪哩

（记述者时译）的盛事。!"+"年由钱
慧安,任会长-、吴昌硕、蒲华、王一
亭、张善孖等参与的豫园书画善会
宣告成立，集结了当时海派书画的
中坚力量，上海的豫园已然成为了
当时海派书画的大本营。
展览针对信息量庞大、文字阅

读的不便，特别以信息可视化图表
按照年代编排来呈现，让生涩的史
料信息变得方便阅读，成为普及海
派知识的科普图表。

在刚设计出的邀请函上，刘海
粟美术馆为这出“跨年大戏”设计了
一个响亮的广告语——一起来
“嗨”，并设计了海派绘画大师的“朋
友圈”。针对电子信息时代年轻人获
取信息的路径和特点，展览还特别
制作推出了创意视频，结合 ./技术
把展览作品中的人物（包括动物）活
化为生动的故事。本报记者 乐梦融

“王的故事”亦即“英国宫斗剧”
作家导演主演和翻译家共话《哈姆雷特》

众多大家精绝之作将渐次亮相海派绘画年度研究展

展厅现场复制当年豫园艺术盛景
!"#$

莎翁也是!小镇青年"

戏剧，从诞生之初，就属于民
众。就连出生、成长于英国埃文河
畔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也是
“小镇青年”。待他到了伦敦，才算
到了大城市。在欧洲做了多年戏
剧研究和翻译的李建鸣表示，如
今伦敦著名景点———莎士比亚环
球剧场，其实就是按照莎剧全盛
时期的上演模式重建的。这个剧
场的特色是半露天，有点像是中
国古戏台———四面无墙，但有顶
棚和柱子。观众席则围绕着戏台
搭建。据说，莎剧首轮是演给皇室
看的，但是随后在环球剧场的演
出，观众席里就既有贵
族，也有贩夫走卒。李
六乙说，“还有菜场
买菜的，赶猪的。台
上演的戏也是
市民喜闻乐见
的。”可以说莎
剧里有不 少

“历史剧”，所谓“王的故事”，亦即
“英国宫斗剧”，但是构成历史剧
情节的往往都是民众津津乐道的
阴谋与爱情，例如《麦克白》。“相
比之下，《哈姆雷特》的情节性没
那么强，很可能有些独白是剧团
演着演着觉得缺了点什么，赶快
让莎士比亚临场写一段。”按当时
莎剧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历史研
究，有些剧目确实是莎士比亚上
午写一段，就直接抛给演员晚上
上演的。

!王子"也需融入城市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出

名的作品，以至于现如今平均每
!/分钟就会有一个版本的《哈姆
雷特》在全球某个角落上演，也因
此有“!+++个观众心目中有 !+++

个哈姆雷特”之说。对于中国演
员来说，能参演该剧何其幸运；
对该剧导演来说，执导该剧是
何其挑战。李六乙率众演员接
受采访时，宁愿选择一个背光
的位置———背对大剧院落地
玻璃门落座，然后靠强光来补
拍摄需要的光线：“因为，我
透过这个玻璃，可以看到大
上海的大背景。因为，哈姆雷
特也要融入城市。”

李建鸣作为这一版本
的翻译，是先从古英语翻译
成中文，再邀请英国皇家

莎士比亚剧院的莎翁剧本翻译计
划中方执行人翁世卉把中文翻译
成现代英语，最后才确定文字
的。她也觉得：“世俗化、生活化，
会帮助一部作品的流传。如果一
部经典可以流传 $++年，那么它
就可能流传 $+++年。”王安忆则
认为：“莎士比亚开创的世俗化
故事模式，可以在很多小说中找
到翻版。例如《呼啸山庄》《牙买
加旅店》等作品里，都有莎翁笔
下的人物关系甚至情景再现。”
至于《李尔王》，去年刚上映一
部现代版电影———由莎剧演员
出身的安东尼·霍普金斯、艾玛·
汤普森、艾米莉·沃森等主演，故
事依然是分家产。李建鸣笑谈
道：“当年在环球剧场演戏时，也
会有一群‘小鲜肉’从老戏骨面
前晃悠过去，那些资深演员看着
这些仅凭颜值就赢得观众欢呼
的年轻人走过———这一历史，如
今也在可笑地重演。”
所以，李六乙导演的这一版

《哈姆雷特》架空了时代背景。张
叔平设计的服装宽袖大袍，亦中
亦西。&"年前，濮存昕在林兆华
导演的《哈姆雷特》中扮演了这
位丹麦王子，而胡军则扮演掘墓
人。如今，胡军扮演李六乙版
的“哈姆雷特”，而濮存昕
扮演了老国王。
本报记者 朱光

作家王安忆昨天在
上海大剧院与北京人艺
导演李六乙、著名演员濮
存昕和翻译家李建鸣一
起谈及即将于16日上演
的《哈姆雷特》时，表示：
“莎剧中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世俗化。例如
《李尔王》也是一个分家
产的故事，就缺一位老
娘舅了##”李六乙
万分赞同：“世俗化，
也是能让经典永流
传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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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世俗化是经

典永流传的要义之一!

但是文学性依然是戏

剧的支柱" 王安忆谈

及!当年英国市民百姓

对莎剧情节津津乐道!

也是源于台词#$$其

实是十四行诗的朗朗

上口%可能因为翻译的

关系!中国观众并不全

都知道莎剧的本质是

诗剧$$$莎士比亚的

台词是以十四行诗的

形式写的" 而诗剧!不

仅仅是指剧目的诗意!

也包括人物塑造&剧目

审美的整体诗意"这就

是剧本的文学性所在"

情节可以世俗化!它可以让

当时的观众口口相传!这是一部

好戏" 但是!文学性才使得世界

各地的学术界&教育界都可以研

究这样的作品& 推广这样的作

品" 此点!对于当下文学创作依

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单

纯世俗化& 缺乏文学性的作品!

不过就是街头巷尾的流行段子'

单纯文学性& 缺乏世俗化的作

品!不接地气!得不到广大读者

和观众的喜爱!自然影响其自身

的流传"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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