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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演了两年多、改了两年多的原
创舞剧《周璇》，于本月中旬在城市
剧院演出后，又悄悄移师北上，昨前
两晚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制作人
房永年昨晚告诉记者：“两场演出的
上座率之高出乎我们的预料，观众
欣赏情绪和舞蹈界人士的评价之
高，也令我们感到意外。”

接受“评头论足”
《周璇》从 !"#"年 !月在上海

大剧院首演之后，叫好声与批评声
就不绝于耳，有的意见甚至还十分
尖锐，认为该剧“虽然反映的是周璇
这个人物的情感历程，却缺少历史
环境的真实性，导致角色的性格内
涵被豪华的舞蹈场面掩盖。”面对同
行的意见，导演陈维亚认为：“作品
能够引起不同反响，说明大家十分
关注，愿意表达想法，十分难能可
贵。”《周璇》的制作方虽颇感压力，
也把批评当作“补药”虚心吸收。两
年来，《周璇》边演出边接受各方人
士“评头论足”，还多次邀请美国百
老汇和国内专家“坐堂会诊”。接连
不断的“大修小补”，使得该剧主题

更加鲜明，舞蹈也更加流畅了。

“成品”面目一新
本月中旬，记者在城市剧院观

看《周璇》，明显感到角色性格线索
十分清晰，舞蹈场面与人物塑造的
关系也被梳理得干干净净。房永年
告诉记者，修改之后的《周璇》，已从
“样品”变为“成品”。

由于赴京日程于一个月前刚刚
确定，因此，剧组人士原先对昨、前
两晚在国家大剧院拥有 !"""座位
的歌剧厅演出的上座率并不乐观，
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座率超过了
九成。

“全剧好看好听”
舞蹈家赵青情不自禁地说：“舞

段编排非常独特和精致，全剧好听
又好看，我很喜欢，为你们创作如此
精彩的作品感到骄傲。”原中央芭蕾
舞团团长赵汝蘅也说：“《周璇》以富
有上海城市风情的舞蹈呈现一个明
星的人生，选材好，贴近生活。”正在
北京演出的黄豆豆，在对比修改前
后的《周璇》时认为：“现在的版本非
常好，创作团队敢于否定自己、不断
完善作品的精神，体现了艺术家的
责任感。”

资深记者 杨建国

孔子未过目“笔记”有点乱
今人精“加工”字句不增删

钱宁解构经典重编《论语》之举受学界赞赏
《论语》学而第一，尧曰第二十。熟悉《论

语》的人一定不会忽视这20篇的顺序，这也
是自西汉张禹编定以来，《论语》最经典的呈现
目次。最近，却有学者大胆颠覆了这种编排体

例，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重新“洗牌”，以孔
子的思想为脉络，重构原文文本，此举可谓两
千多年来对《论语》最具革命性和创建性的“重
编”。《新论语》近日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周璇》京城演出上座率及评价高出预料
演了两年多 改了两年多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

融）明天是六一儿童节，
上海少儿图书馆和沪上
各大书店将举办各种针
对少年儿童的阅读和签
售活动，为申城增添浓
郁的书香。

即日起至 $ 月 !

日，“那些年，爸爸妈妈
看过的小人书”活动在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开
幕，小读者们不仅能借
到优秀的连环画出版
物，还能参观中国传统
连环画展，体验“数字小
人书”，并有机会与当代
连环画家见面。

$月 !日下午 !时，
童书作者和漫画家将在
上海书城二楼签售新
书。同日下午 !时，“白
领六一节”互动阅读会
在博库书城宜山路店举
行。刀刀狗作者慕容引
刀携新书《小的时候》
《向日葵一样爱你》和你
一起分享童年时光。
“!%&!上海外文图

书公司进口少儿图书嘉年华”即
日起至 $月 &%日在福州路海外
文书店四楼举行，推出多达
'%%% 余种新版、原版进口少儿
图书。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由中国
散文年会组委会、《海外文摘》《散
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等单位主
办的“第七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
作笔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征文颁
奖会上，陈奕纯的散文《月下狗
声》、安谅的长篇散文《援疆日记》
和周亚鹰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
荣获一等奖，《雪果》等 (部长篇
小说夺得“长篇小说奖”。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
下午，新生代漫画家十九番走进上
海外滩社区阳光之家，向几十位智
障青少年赠送了新出版的漫画《猫
猫虎》)作为六一儿童节礼物，他还
用画笔教授他们画画。
漫画家十九番一直热心公益

事业，听说阳光之家的学员都很
喜欢画画，于是便向出版社“请
缨”，促成了这项活动。昨天，阳光
之家的学员们每一个都收到了新
书，并在附赠的涂鸦本上跟着十
九番操练起猫猫虎的漫画形象。
十九番替每位学员在新书上签名
留念，还手把手地传授漫画诀窍。
十九番说：“漫画家们都是童心未
泯的大孩子，其实这个特殊群体
才是更需要社会关爱和温暖的
‘大孩子’，希望画笔能让他们画
出心底的真情真意。”

! ! ! !前天下午，由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和真新街道主办的“欢乐百姓·艺园学子放歌
行”演出活动在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行，这是上海戏校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
之一。
剧场内，百余名观众齐聚一堂，兴致勃勃地

观看了戏校学生演出的京剧《探皇陵》《上天台》
《三家店》《钓金龟》《红线盗盒》《卖水》《扈家庄》
和淮剧《盗仙草》。小演员们的精彩演出博得了
观众们的阵阵掌声，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演出是由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
校策划并主办的“华韵流芳·戏曲艺术”普及活

动。该活动旨在结合戏校实际情况，更好地培
养上海的文化人才队伍，创新教学模式，拓展
戏曲教育发展空间。据悉，该活动包括三方面
的内容，除为社区戏曲爱好者配送专场演出
“欢乐百姓·艺园学子放歌行”外，还有以辅导
的形式对社区群文团队进行专业化打造的“崇
德尚艺·群文辅导下基层”；以讲座的形式为社
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戏曲艺术的“雅俗并
蓄·国戏讲坛进社区”。

目前戏校已和真新、古美、淮海、江桥等社
区文化中心建立了活动合作关系。
本报记者 胡晓芒 通讯员 简建 摄影报道

华语文学创作笔会
在沪召开

“猫猫虎”
走进“阳光之家”

戏校学子放歌行 专场演出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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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番在!阳光之家"教学员

画漫画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新论语 陈酿入新瓶
经钱宁重编的《新论语》在没有

增删一字一句的情况下，对《论语》
原文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拆和重构。
原有的 !%篇体例被完全打破，钱宁
抓住孔子学说的核心“仁”，以其为
逻辑起点，将散乱的儒家箴言放进
了一个崭新的逻辑框架中。《新论
语》分为内编与外编两部分，内编收
录了所有“子曰”之语，弟子之言和
其他辑录一律被放在外编，据悉这
样做是为了保证孔子言论的准确性
与纯粹性。内编又细化为核心篇、路
径篇、实践篇、例证篇和哲思篇。以
“仁”为核心，将“孝”、“悌”、“信”视
为其呈现形态，“礼”为其外化形式，
学习和修身是求取的途径，治国和
处世是实践的方式，例证再现“授课
现场”，展现孔子学说中最高深的部
分。外编则分为 (篇，评价篇、记忆
篇与阐释篇，从孔子的学生及同时
代人对他的议论中丰富孔子的形
象，进一步阐释他的思想。

在重编《论语》的过程中，每句

话放在哪里？如何置放？以及言论的
前后关系，都要经过仔细思考、反复
斟酌，钱宁认为这是编撰该书最大
的难点。他也坦陈，曾遇到过很多困
难，有的句子难以归类，有的句子语
意难定，有的句子充满争议，但就整
体而言还是比较顺利的，最后几乎
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现真意 大义梳散言
在钱宁看来，《论语》未经孔子

本人编撰审订，并非一部成熟之
作，只是孔门众多弟子不同时期
“课堂笔记”的集合。由于编排散
乱、语境不清，许多“子曰”常常令
人感到不知所云，这也几乎是大部
分人初读《论语》时的感受。而此次
解构《论语》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散

乱的章句变为有主题、有论证、有
展开、有层次、有案例的文本，让孔
子思想的逻辑性能在新文本中直
接显现，成为一本无需繁琐注释、
人人都能读懂的经典。对此，孔子
基金会的副秘书长王大千概括钱
宁“重构《论语》的意义”在于：“以
内在的逻辑性，系统而缜密地再现
了孔子的思想，充分体现出孔子所
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钱宁认为，以“仁”为核心，重新

确立《新论语》的整体结构时，《论
语》中的许多“只言片语”就被赋予
了新的“结构性意义”。比如，孔子讲
“学习”，并非简单地指学习知识，而
是将学习看成领悟“仁”的途径；孔
子谈诗论乐、抨击时政、评论古今人
物，则如同今天的“案例教学”，旨在

向弟子们解释和阐发“仁”的内涵，
以及在具体事例中如何评判“仁”与
“不仁”。钱宁相信孔子的思想具有
内在的逻辑，他希望能够通过《新论
语》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孔子思
想的深度和高度。
虽然目前市场上《论语》解读类

的书籍铺天盖地，但钱宁自信《新论
语》既不同于古人的文字整理、章句
注释、义理阐发，也不同于今人的读
书感悟、心得分享、理论研究，它是
两千多年来对《论语》的一次革命性
“重编”，摆在读者面前的将是一部
新经典。

惠读者 匠心受肯定
钱宁大学时重温《论语》，最深的

印象是，《论语》中几乎都是充满生命

力的名言，被人们在生活中大量运
用。十年前，钱宁开始认真阅读《论
语》，他写了一部以孔子生平事迹为
题材的历史小说《圣人》，后参与拍摄
了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孔子》，去年，
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设
了有关孔子的专栏《尼山风光》。“《论
语》读多了，章句越来越熟了，但整体
的印象仍是‘杂乱无章’。不过，正是
在这反复阅读过程中，突然有了‘重
编’的想法。”钱宁说。
在学界内部，尚未付梓的《新论

语》已经得到了肯定的声音。一些看
过《新论语》校样的学者、专家，都给
予了积极评价。孔子第 *'代孙、孔
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先生的评
论具有一定代表性：“有感于《论语》
的编辑散乱、翻阅数遍往往不得要
领，钱宁打破《论语》原有章节顺序，
以‘仁’为核心，提纲挈领，重新编
次，使初读者也能了解孔子思想精
华。此创举为普及传统优秀思想文
化，独辟新径，将嘉惠众多读者。”复
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表
示：“不加一字，不减一字，编而不
作，《论语》一新。”
当然，钱宁也明白，这样一部

“改动”经典的作品很容易引起争
议，但他仍然坚信《新论语》有它出
世的价值，他说：“两千多年来，每一
代人对《论语》都做出了自己的解
读，我希望，《新论语》可以视为我们
这代人对《论语》做出自己解读的一
种努力。”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实习生 徐康欐

! 舞剧!周

璇"演出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