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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种艺术向世界讲述
“中华创世神话”

淮剧原创剧目将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市民读本和青少年读本即将出版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
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再传喜讯，“中
华创世神话”作品成功走出国门：上海

淮剧团 5 月 1 日首演的 《神话中国之

洪荒时代》，已受邀参加今年 8 月举行

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这将是爱丁堡

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 “中
华创世神话”故事。

“中华创世神话”工程目前已进入

收获期，通过美术、戏剧、图书出版等

多种艺术手段对中华创世神话进行生

动和深入的演绎， 除了刚刚首演的淮

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由上海市

群艺馆牵头的 《中华创世神话市民读

本》《中华创世神话青少年读本》 也将

于近日与市民见面。从连环画绘本、读
本到诗歌、主题画创作，从美文插图本

推出中、英、波兰三语种图书到走向国

际艺术节舞台的原创戏剧， 有学者认

为， 中华创世神话蕴含着中华传统文

化的基因， 是和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

文化资源， 需要创作者用多元的艺术

样式和多种艺术语言将中华创世神话

讲给全世界。

受邀爱丁堡国际艺术
节，“中华创世神话”成功走
出去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剧《神
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在沪首演，首演当

天， 上海淮剧团与爱丁堡艺术节正式

签订演出协议， 将于今年 8 月赴英国

参加艺术节， 把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

带到国际艺术平台。
“我们是站在中华创世神话的肩

膀上， 中华文明的基因使剧目脱颖而

出，走向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
上海淮剧团团长龚孝雄告诉记者，按

照艺术节以往的规矩， 想要参演的剧

目需要提前一年进行申报， 而上海淮

剧团是今年春节后才正式向主办方提

出的申请。 是中华创世神话这个极具

分量的题材让主创有了信心和底气，
也让剧团有了报名一试的想法。 在看

了剧团提供的方案和剧照后， 艺术节

组委会被中华 创 世 神 话 题 材 深 深 吸

引，决定“破例”为这个新创排的节目

开辟绿色通道， 向上海淮剧团发出演

出邀请， 并在 5 月 1 日当天正式签订

协议， 确定 《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8
月赴英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来自神秘东方的创世神话”，这
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对 《神话中国之

洪荒时代》的官方介绍。 据悉，这是该

艺术节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东方创世故

事， 也是淮剧第一次在国际主流舞台

进行展示。
昨天上海淮剧团为 《神话中国之

洪荒时代》 召开研讨会， 邀请专家把

脉，力求更完美地出征海外。 “中华民

族的创世故事值得讲给全世界听，我

们尽力用淮剧的方式把故事说好。”龚
孝雄表示， 考虑到海外剧场条件和观

众的因素，接下来会对构成节目的《补
天》《精卫》《息壤悲歌》《望夫石》 四折

小戏的剧本和舞台进行适当的调整，
并通过校园演出的方式听取建议。

从故事到精神，创世神
话普及到每一位市民

中华创世神话不仅是充满想象力

的故事， 更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价值观和审美体验， 需要让更多

人尤其是青少年， 更多更早地触及中

华神话。 在“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

本陆续出版之后， 由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协同华东师范大学、 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共同编撰的 《开天辟地———中华

创世神话》 市民读本市民版和青少年

版将于下月发行。
市民版和青少年版的主要内容基

本一致， 不同的是对于内容的编排和

解读方式。据群艺馆馆长萧烨璎介绍，
青少年读本既有生动的故事情节，也

不乏系统的知识介绍， 希望在增强青

少年的阅读兴趣的同时， 也能完善他

们对于创世神话的了解。 市民版读本

则从 “物质世界的创造”“制度世界的

创造”“道德理想的创造”几个方面，详
细分析每一个神话故事背后所体现的

中华文化源头。
“写这本书比写学术著作还要更

上心。 ”读本的编撰组组长，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田兆元对记者表示。 通过通

俗易懂的语言， 拉近市民与创世神话

的距离，把天地日月的创世、祖先英雄

的创物故事讲得明白、 讲得精彩是编

撰组的初衷。
据悉， 群艺馆将在 6 月的世界遗

产日当天启动 “中华创世神话大赛”，
基于该套读本，依托学校、市民文化节

等活动举办知识、朗诵比赛等，并通过

文创机构开发系列衍生品， 扩大创世

神话的辐射影响力。

浦东版《请回答1988》，
谱一段家国同构的流金岁月

著名编剧陶玲芬为浦东开发开放30年提前备好了一部海派电视剧

海派电视剧是什么概念？上海发生、
上海取景，这还不够，还得有鲜明的海派

文化特色，得讲上海的风物人情。
现在，写过《婆婆媳妇小姑》《儿女情

长》 等剧的陶玲芬把笔力再聚焦一些，
“我写浦东，剧中人必须是只在浦东这片

土地上才有的人， 剧中事必须是只在浦

东才可能发生的事，这是我的承诺。 ”
昨天下午，由上海祥子文化、浙江双

马、上海聚鹰堂等共同创制的电视剧《浦
东人家》在上海中心大厦正式启动。该剧

围绕浦东本地人唐引娣、 奚祥生一家三

代展开，从上世纪 70 年代一直讲述到当

下， 通过他们半世纪以来的生存状态和

命运沉浮， 描摹出浦东乡土上城市化进

程和开发开放过程中的人、事、情。 这部

《浦东人家》 将在 2020 年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时献上一份荧屏大礼。
目前， 陶玲芬的剧本已完成 10 万

字总稿以及 10 集分集剧本。 在把接力

棒传给导演杨亚洲之前， 她说自己还得

用“无可取代”的标准去仔细打磨，“如果

把文档中 ‘浦东 ’两个字替换成 ‘深圳 ’
‘海南’或是其他地方， 那故事都是不成

立的”。

“五龙一凤”，每个角色都
是老浦东会心一笑的身边人

手头的剧本， 陶玲芬调用的不只是

文字功夫，还有个人的生命体悟。对于这

个 16 岁就从延安东路搭乘摆渡、再穿过

烂泥渡路去东昌中学读书的上海编剧，
对于这个做了 38 年“浦东媳妇”的故事

讲述者而言， 写她念兹在兹的浦东，“有
一种欲罢不能的冲动”。

坐在记者面前， 她说：“我用本地话

给你讲讲剧本吧，里面许多细节，老浦东

一听就懂。 ”的确，单单是主人公一家五

儿一女的名字，就“很浦东”：金龙、银龙、
铁龙、石龙、宝凤、小龙。几十年前若在浦

东地界随便喊一嗓子， 大概有好多人会

应和“金龙”这个名字。
不仅取名有着本地气息， 夫妻俩及

“五龙一凤”的言行举止、人生遭际，都带

着特有的地缘特征。 父亲奚祥生代表着

浦东“三把刀”之一的瓦刀，跟当年摆渡

到浦西来造房子的泥水匠“大佬倌”一脉

相承。母亲唐引娣是养猪能手，旧闻里说

的曾在国际饭店席梦思上睡不着觉的浦

东劳模，是其原型。 写长子金龙前，陶玲

芬与有着“中国农民第一股”之称的川沙

界龙饮食掌舵人聊了很久；银龙是“千方

百计要离开农村”的一代注脚，他尝试过

社办企业， 在1978年考上同济大学建筑

系， 后来成为浦东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中

坚，头一年造杨高路，第二年造“五路”；
铁龙踏上了驶往云南的知青专列； 石龙

被过继给了父亲钢铁厂的同事； 小龙早

早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北大读书，去华尔

街学金融， 直到他瑞典籍妻子被儿童医

学中心作为专家引进，妇唱夫随，他才回

到故土；女儿宝凤嫁到严桥乡，看着寓意

“种田人出了头”的由由大厦平地而起。
循着剧中人的生活轨迹，陆家嘴、金

桥、张江、川沙、南汇、临港、外高桥等浦

东各新老功能开发区渐次打开。 编剧不

提“全景式”三个字，但许多从小生长在

浦东的人会从中看见自己。

用温暖细节铺满故事，哪怕
主题如此惊心动魄、艰苦卓绝

陶玲芬告诉记者，剧本写了三年多，
杨亚洲也已耐心等了三年多。 编剧与导

演诚心期待这次合作， 因为两人都是细

水长流的 “生活派”，“我们有一点很相

似，不信奉‘丛林法则’，不擅长刻画步步

为营的人生， 都喜欢用温暖细节来铺满

故事，哪怕这次讲述的其实是惊心动魄、
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浦东建设”。

韩剧 《请回答 1988》是编导二人都

很钟情的作品， 人物命运就在平淡细琐

的日复一日中悄然变迁， 再轰轰烈烈的

历史进程也是在一蔬一饭里渐渐显现。
《浦东人家》也应该是这样理想的样子。

现有的剧本里有个故事，拍好了，必
是凭细节惹人哭引人笑的段落。当年，宝
凤要嫁给严桥乡的丁国弟， 父母本不同

意，因为丁家条件着实不好。可宝凤提了

两点理由，一则丁国弟是个快活人，跟达

观的人过日子不苦；二则，丁家的房子离

黄浦江不算远，天清气爽的夜晚，看得见

江对岸外滩的灯光。婚后，宝凤真的常常

要到家门前的土路边眺望浦西 的 璀 璨

夜。可没过多久，他们这一片需要为南浦

大桥的建设拆迁远走。搬家那天，宝凤欢

喜着奔向憧憬的新生活， 丈夫丁国弟走

在最后面，手里捧着其母遗像喃喃自语：
“姆妈，你跟好哦。”上世纪 70 年代，丁国

弟的母亲就是在一次渡轮事故中长眠在

了黄浦江里。
“我想用一种家国同构的手法，写小

人物小故事，但浦东开发开放的必要性、
必然性，自然会从故事里流淌出来。 ”这
是编剧对于这部海派新剧的终极目标。

松江打造家门口的“百姓艺堂”
“四室一厅”“星级管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增效

日前， 记者走访了松江区三个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 进门就能在显目的信

息栏中看到每月丰富的公共文化配送演

出、电影信息。 室内的演艺厅、图书阅览

室、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室和健康卫生

室，设施崭新，宽敞亮堂；户外各有文化

广场，可容纳更多居民观看大型演出……
刚刚发布的《“上海文化”三年行动

计划》中，上海市民未来文化生活可谓亮

点纷呈：健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保
障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向公众开放的面积

不少于 90%，建成中心城区 10 分钟、郊

区 15 分钟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圈……
“上台阶、再出发”，为了切实推进《“上海

文化”三年行动计划》，松江区调研后补

齐短板， 不仅在硬件上建成各居村活动

中心综合面积不少于 350 平方米， 文化

广场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 功能空间

达到“四室一厅”要求；而且在运用上，也
采用“星级管理”，培育居村自身的文艺

小能人，打造家门口的“百姓艺堂”。
三家社区的功能布局各有特色。 在

翠鑫苑社区居委会综合性文化 服 务 中

心， 书篆室里琳琅满目摆放了不少居民

的篆刻印章、钢笔画、书法作品。据介绍，
这是翠鑫苑社区 2018 年新开设的课程。
由于社区有不少农村搬迁而来的居民，
居委会希望能在棋牌之外， 丰富居民的

艺术爱好，传承传统文化。
同时， 服务站点的志愿者们也定期

收集、落实居民的各种文化诉求。爱美的

阿姨妈妈们自发组织了时装队， 党员志

愿者余慧芬还自编自创了时装节目 “和
谐中国”及“望月”，在松江区的文艺展演

中广受好评。 这位小能人还带头排演了

舞蹈、军鼓、戏曲、声乐等多种活动，掀起

了居村一股文化风潮。
新凯五村社区以 “书香家园” 为特

色， 联动上海市中心图书馆设立了服务

点， 居民在上海图书馆各分馆的借书都

能在这里归还。 新凯社区图书馆的藏书

则达到了一万多册，并与中国知网合作，
联通数字阅读平台，开通手机阅读浏览。
社区还以图书馆为平台，开展读书讲座、
读书交流会、经典诵读等活动，培育家庭

读书风气。 每周五则邀请结对的敦煌艺

校等周边学校老师，为孩子们拓展吉他、
写作等兴趣。相关信息通过电子屏、微信

群、微信公众号、信息栏等多渠道发布后

备受欢迎。
颐景园居委会则按居住群体以老年

人为主的特点，打造了“幸福老人苑”。每
周活动信息表中，十八法队、木兰拳队、
舞蹈队、太极拳队、合唱队、民乐队、越剧

小组、刻纸小组、柔力球队等丰富的志愿

活动，几乎把多功能厅白天的时段排满。
节目演出时，一台至少三个小时，单本社

区就能出至少 20 个节目。
推进社区文 化 活 动 中 心 服 务 标 准

化、运营社会化、管理专业化、供给精准

化，也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 46 项抓

手之一。松江的“四室一厅”“星级管理”，
切实推动着公共文化服务增效， 提升居

民知书修身的文化素养。

“一带一路”名团佳作“中国首演”汇聚上海

本周起，布莱希特名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莱蒙托夫

《假面舞会》和英格玛·伯格曼《灵魂的故事》并肩驾到———

今晚， 由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大剧

院带来的布莱希特名作 《大胆妈妈和她

的孩子们》中国首演，将亮相上海大宁剧

院。这个五月，来自俄罗斯和立陶宛两个

“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艺术高地的话剧精

品云集沪上，瓦列里·福金、里玛斯·图米

纳斯———两位俄罗斯最高戏剧成就 “金
面具”奖获得者在一周内先后登台，令不

少行家激动不已。
作为 “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

的国际邀约作品， 本月在大宁剧院上演

的五台话剧，均是首度来到中国。主办方

表示，国际名团名作“首演”云集，是为了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提升“上海主

场”的文化平台能级，充分彰显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文化码头地位。近年来，戏剧谷

愈发展示出其强劲的吸引力， 它的集聚

和辐射作用， 也为上海戏剧工作者提供

了春风化雨般的良好生态环境。

感受诗化舞台的动人力量

立陶宛，是欧陆重要的“戏剧大国”
之一，人口虽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但它

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深刻的造诣。 里马

斯·图米纳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去年秋

天，《叶甫盖尼·奥涅金》 在乌镇艳惊四

座， 导演对戏剧节奏和音乐旋律出色的

掌控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 由图米纳斯担任艺术总监的

立陶宛VMT国立剧院将在上海演绎三部

剧目，分别是莱蒙托夫《假面舞会》、契诃

夫《三姐妹》和英格玛·伯格曼的《灵魂的

故事》。
话剧《假面舞会》是立陶宛VMT国立

剧院上演最久的一部作品， 改编自19世

纪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剧本， 讲述了

男主人公阿尔别宁因为妻子在假面舞会

上丢失一只手镯， 听信谗言并最终误杀

爱妻的悲剧。 导演图米纳斯改编的最动

人之处， 是既尊重与展现原著的本来面

貌，又开掘并放大了原著的纤细情愫。其
中，对于“雪”的运用是他最为灵动的艺

术创造。全剧在大雪纷飞里展开，并把背

景从原本的宫殿和客厅搬到了 户 外 庭

院，以冰天雪地的世界为幕。图米纳斯唯

美的表现手法和诗意的舞台气质， 在这

部作品中得以完整呈现。
诸多剧评家给这部作品打出了 “审

视世俗与自我、幻想现实主义运用极致”
的高度评价， 但对于图米纳斯来说，《假
面舞会》就是一部“童年戏剧”，展现了他

身边人的情感， 甚至是关于他自己的初

恋和嫉恨、背叛、迷恋交织的情感。
同样由图米纳斯执导、 改编自契诃

夫同名经典的《三姐妹》是VMT国立剧院

观众最喜欢的保留剧目之一。 契诃夫笔

下的三姐妹是将军后代， 曾在莫斯科度

过童年， 后迁居至边缘小镇，“重返莫斯

科”是三姐妹的梦想，她们夹杂在美好理

想生活与现实庸俗的冲突中， 理想最终

变为一堆珍贵的用于消遣的记忆。 在图

米纳斯的改编中， 最重要的主题是家庭

的意义与文化的衰落。
演员们身着19世纪风格的服装，在

视觉上与今天的观众刻意保持距离。 一

片雕花围栏、几把椅子所构成的舞台，让
导演发挥出他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诸多关于流动马戏团和对节庆期待的

童年回忆穿插于剧中， 将观众带回自

己的童年。

让哈姆雷特在21世纪
醒来，重新打量这世界

如同每个芭蕾舞演员都跳过 《天
鹅湖》， 几乎每个戏剧演员都经历过

《哈姆雷特》。这部莎士比亚作品在400
多年里被一代代优秀戏剧人改编、演

绎，在不同的时代中被赋予不同意义。
在今年的戏剧谷演出中， 俄罗斯

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带来的 《哈姆雷

特》 由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福金执

导，瓦季姆·列瓦诺夫编剧。 创作者突

出剧本中权力斗争的元素， 着重表现

“哈姆雷特”这样一个注定要生活在虚

伪和谎言环境中的人， 面对周围的伪

善者、 利己主义者和野心家们时产生

的尖锐的内心挣扎。
“福金创造了一个像新闻报道般

的戏剧， 把21世纪的哈姆雷特和他20
世纪的先祖们融合在一起。 哈姆雷特

有机会从沉重的睡梦中醒来， 回到习

惯性噩梦般的现实。”《戏剧帝国》杂志

在评价这部作品时称。
亚历山德琳娜剧院有着262年的

悠久历史，瓦列里·福金自2003年起担

任该剧院的艺术总监， 给剧院带来了

新一轮的变革。 2008年福金获得代表

俄罗斯戏剧最高水平的 “金面具奖”，
2015年公演于上海的《钦差大臣》正是

他的代表作之一。 他热衷沿用梅耶荷

德一百年前留下的戏剧主张， 活用现

代艺术形式、 抽象的舞台以及怪诞的

人物， 将梅耶荷德的遗产与当今戏剧

发展紧密结合。
此次上海之行， 亚历山德琳娜剧

院带来了新作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们》，这部布莱希特的名作，在导演提

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的改编与创作

下，呈现了如同古典悲剧的史诗风格。
上世纪30年代， 戏剧家布莱希特从德

国17世纪作家格里美豪森的小说中获

得灵感， 以芬兰作家鲁内贝里的战争

叙事诗中的随军女商贩为蓝本， 创作

出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故事

描绘了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拉着货车随

军叫卖，与虎谋皮，却最终落得不幸下

场的故事。 剧作直指英法当时对法西

斯德国的绥靖态度， 有着深刻的时代

讽刺性。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是知

名的古希腊戏剧研究专家，同时，他的

导师海纳·穆勒正是布莱希特的门徒。
如何在当代的语境下传递布莱希特的

精神实质， 是这部话剧的最大看点。
据悉， 福金对此次来华的两部剧

目呈现效果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提

出不能因为演出场地的变化而调整任

何一处细节， 不能让作品呈现一丝一

毫的折扣。 据悉， 俄罗斯团队在今年

1 月抵沪进行了技术考察 ， 在收集 、
测量大宁剧院技术参数后， 根据剧院

舞台情况重新设计了舞美图纸。 2 月

又专门来沪再度进行细节调整。 而大

宁剧院方面也积极配合俄方要求， 专

为该剧定制了特定颜色的幕布和特定

尺寸的槽钢， 并且还招募了 75 位临

时演员， 参与 《哈姆雷特》 的演出。

图米纳斯执导的话剧 《假面舞会》 是立陶宛 VMT 国立剧院上演最久的

一部作品， 充满美丽、 悲伤且荒诞的气质。

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带来的 《哈姆雷特》 由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
福金执导， 他是俄罗斯最高戏剧成就 “金面具” 奖的获得者。

（均由大宁剧院供图）

上海淮剧团创世神话工程原创剧目 《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 将于今

年 8 月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登台。 （上海淮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