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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至 # 日，
$%"&世界剧院运营及发
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大剧
院举行。此次论坛以“激
发城市多元创新活力”为
主题，邀请国内外剧院、
院团、院校的艺术管理和
运营专家，共同探讨世界
剧院运营及发展的话题，
展望剧院运营及表演艺
术行业的未来。

$%%& 年，首届世界
剧院运营及发展高层论
坛在上海大剧院成立 '%

周年之际举行，与会各方
当年签署的《上海宣言》
五项条款，对国内剧院过
去 "%年的发展产生了相
当重要的引领作用。

建成 $%年的上海大
剧院，累计演出场次已达
"%(%% 场，观众达 )$%%

多万人次，已成为上海
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据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总裁张鸣介绍，在第三
个 "% 年的开端，上海大
剧院将尝试拓展运营和
管理范围，比如与杨浦
区合作，一起管理和运
营杨浦大剧院，比如协
力进行上海环人民广
场演艺活力演艺区的
建设，甚至引领辐射长
三角地区的大批新建剧院及表演
空间。
苏黎世市政厅音乐厅总经理伊

洛娜·施米尔说，过去最大的挑战在
于剧院翻修期间寻找一个新的演出
空间，而现在仅需几个月就能重新
开放新的演出厅。当翻修结束，伊洛
娜逐渐摸索出了重新吸引新老观众

回到旧演出厅的方法，那
就是让演出厅供所有人使
用。苏黎世市政厅音乐厅
尤其欢迎青年艺术家加
入，很多年轻人可与专业
人士共同任制作人，参与
到各种演出中。非专业人
士和专业人士也有很多
机会并肩演奏，此举预计
多吸引 $%*国外观众。

对于移民人口众多的
迪拜来说，剧院必须推出
更多开放、多元的演出。
$%$% 年迪拜将举办世博
会，这 +个月将是举世瞩
目的 +个月，除了基础设
施的建设开发，各大剧院
将在艺术上献自己的力
量。迪拜歌剧院院长贾斯
伯·霍普说：“无论在城市
中还是在世博会场馆内，
我们都希望能发挥自己
的作用，帮助世博会办得
更好。”

在未来，剧院或将与
艺术节产生越来越密切的
联系，也会成为培养观众
的重要场所。艺术节作为
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公
共文化平台并没有固定场
地，而剧场主打的就是演
出空间，艺术节在入驻剧
场表演节目之外，还有很
多打破围墙走到户外空间

来进行艺术服务和艺术推送的活
动，也会给剧场源源不断地输送新
鲜的艺术能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总裁王隽表示：“怎样寻求更
好的艺术作品，怎样展示更好的文
艺样式，需要我们艺术节、剧院相互
刺激，相互鼓励，一起携手去完成。”

见习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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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十年，足以让电视机前的观
众青丝染上白霜；二十年，日新月
异的世界已将童年点缀得更绚烂
多彩。二十年，朱颜不改的《还珠格
格》居然又重返荧屏，这不是孩子
们的福利，而是电视剧创作市场的
尴尬。

在众所周知的几部暑假神剧
中，老版《西游记》牢牢占据了
“第一”的位置，接下来便是《还珠
格格》。

平心而论，《还珠格格》绝对不
算是优秀作品。论宫斗，不如《甄嬛
传》；论权谋，基本没有；论服（装）
化（妆）道（具），堪称五毛钱特效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再度归来，
竟然毫无竞争压力，环顾四周，还
是那些“老朋友”———唐僧师徒四
人，白娘子和法海、佟掌柜和她的

伙计们。真是可悲可叹！
眼下，“%%后”观众已成为荧

屏暑期档的主力，四大神剧对于他
们的吸引力已很弱，可打开电视，
孩子们会发现，其实选择并不多。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发布的暑假
影视剧安排表中，除了悬疑谍战
剧，便是反腐涉案剧，再者就是抗
战剧，抑或年代传奇剧。更多的还
是都市情感剧，而其他卫视频道的
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显然不是孩子
们的菜！

不仅是暑期档，即便是在平
时，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又有几部叫
好又叫座呢？

看看最近的一些作品吧：《孤
芳不自赏》被曝大量用替身、抠图
合成；冯绍峰和郭碧婷合演的雷剧
《那片星空那片海》被观众大骂“剧
情弱智，造型丑爆”；号称网播量
,%% 亿的《楚乔传》点击量与吐槽
量齐飞；一部《夏至未至》经查竟是

根据郭敬明抄袭小说改编而来的；
《思美人》把屈原的传记片变成了
玛丽苏雷剧……拍好一部“青春”
电视剧，怎么这么难？

在粗制滥造的背景下，从各
大卫视的角度出发，费心费力买
下制播权，还要担负因质量不高
引起批评的风险，不如继续用重
播剧来祈保平安。卫视平台不宜
打“情怀牌”，否则，“假期看重播”
这个规律不打破，就会使得更多重
播剧挤进来“一起怀旧”，让力求创
新者心生挫败感。
因此，《还珠格格》又重播，不

值得击掌相庆。创作与播出平台的
不思进取，是致使老剧“永垂不朽”
的根本原因。只有持续不断地在屏
幕上为观众“造梦”，用新人物、新
故事来打动观众，播出渠道像影业
重视春节档那样重视暑期档，才会
满足观众需求。
! ! ! ! ! ! ! ! ! ! ! ! !本报记者 吴翔

暑期荧屏为啥总是老面孔
!!!看电视剧不断重播带来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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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现代美术展在日举办

! ! ! !有一台戏，一演就是 )%年，演员们已习惯
自称为“村民”，这台戏就是《宝岛一村》。)%年
间，有些“村民”走了又来，有些“村民”来了又
走，但 -位“宝岛一村”的男主人———屈中恒、冯
翊纲和宋少卿却从未离开过这方舞台。昨晚，屈
中恒、冯翊纲和宋少卿做客上剧场“丁乃竺的会
客厅”，与制作人丁乃竺笑谈与《宝岛一村》携手
走过的 )%年。

抹不掉的记忆

“人生的遭遇哪是人能估算的？”
这是戏中屈中恒在给儿子的信中说的
话。).,.年，有这么一群人，离开故

土，来到宝岛台湾，落地生根直
到今天。《宝岛一村》就像
是一座活的博物馆，陈列
着族群迁移的历史，演
绎着一个个普通人
的乡愁故事。

屈中恒、冯
翊纲和宋少卿
从小都在眷村
长大，对眷村有
着深厚的感情，

但却无法阻止眷村
被拆除。冯翊纲的
家被拆的那天，他
特意回去，落寞
地捡拾了一片
瓦片带走。是

《宝岛一村》的舞台让他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我
的家虽然没有了，但每次走上《宝岛一村》的舞台，
装好布景，灯一亮，我就觉得我又回到了家，我的童
年和少年记忆又多‘活’了 -个小时。”
《宝岛一村》的传统是每场演出完毕给观众

发包子。丁乃竺坦言，刚开始演出时，最头疼的
就是找包子。第一年发的是冷冻包子，后来才给
观众送上了热气腾腾的包子。首演前，丁乃竺看
到后台簇新的服装，突然蒙了，那个年代这些人
怎么可能有新衣服穿？丁乃竺赶紧带着一帮同
事趴在地上，用砂纸、茶叶、咖啡等现场将服装
做旧，这才保证了现场的舞台效果。

离不开的舞台
首演至今的 )/年里，在戏里饰演冯翊纲老

婆的演员就有五六个，这 -个男人却有一个约
定，谁都不能说不演。冯翊纲的唯一“缺席危机”
发生在去年 !月 $日，临上场前他就有心肌梗塞
的预感，制作团队也做好了随时落下大幕的准
备，可最终他还是坚持演完了。以往谢幕时，-人
的距离都比较远，这一次，屈中恒和宋少卿心照
不宣地紧紧贴着冯翊纲，生怕他在舞台上倒下。
下场后，剧组立即用道具轮椅将冯翊纲送往急
救室手术，这才转危为安。
一个他乡成故乡的故事，就这样被 -个人演

绎了 )%年。冯翊纲在戏外专门为 )%年来参与过
《宝岛一村》的演职人员们做了一个纪念章。他
说：“为了剧场、为了艺术，我们永远忠诚勤劳。”
这是《宝岛一村》的 )%年故事，未来，眷村的故事
还将继续讲下去…… 见习记者 赵玥

! ! ! !本报讯 由亚细亚美术协会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
使馆、日本文化厅、日本东京都等
协办的第 (, 届亚细亚现代美术
展，今起至 &日在日本东京都美
术馆举办。

本次美术展有亚洲地区 )+个

国家及地区参展，报名 -%%%人左
右，经评审，近 &%%件左右作品展
出。其中由《中国绘画年鉴》等推荐
中国报名人员近百人，经评审吕忠
平、吴建平、施学锦、寿逸静、许艺
城等 $(位书画家的山水、人物、花
卉、书法作品参展，并有 +名书画

家获奖，其中，许艺城、平豪获亚细
亚美术协会优秀奖，徐瑞明获亚细
亚环太平洋美术协会会长奖，施学
锦获三友国际文化财团奖，熊晓晖
0女1 获亚细亚美术协会国际奖，
高旷寓获亚细亚美术协会奖。

（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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