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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家张国勇的执棒下，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叶小纲作

曲的交响组曲 《咏·别》 前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世界首演。

“通常一部歌剧要上演是很费神的， 从演职人员到服化道景，任

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差错。 ”叶小纲告诉记者，用交响组曲音乐

会版形式上演歌剧，便于更多乐团进行演绎，不失为一种有利于

歌剧传播的有效方式。

这部交响组曲将歌剧《咏·别》声乐部分删除，只保留了约

40 分钟的乐队演奏部分，原歌剧四幕的标题形成《相遇》《应诺》

《流离》《诀别》四个乐章。这种手法类似后人对瓦格纳歌剧《尼伯

龙根指环》做的乐队切割。歌剧《尼伯龙根指环》长达 16 小时，无

词版则从四个晚上才能演完的音乐中， 抽出了一个多小时的乐

队演奏部分。

歌剧《咏·别》的灵感来自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剧

中主人公唐麒声生于晚清家境殷实的书宦之家。身为剧作家，他

才华横溢、敏锐清朗，热爱京剧。唐麒声邂逅武生杨少山，为其写

就了一部新戏《霸王别姬》，从而成全了杨少山，更成全了自己。

歌剧结局以唐麒声的消亡告终，他的自我毁灭与《霸王别姬》构

成一曲凄美的复调， 将最后的尊严与爱情交付于这部呕心沥血

的作品。叶小纲介绍说：“这部歌剧讲述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结，包

含人文主义与英雄主义，其中有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也展现了

为事业和理想不断奋斗的进取精神。 ”

歌剧《咏·别》于 2010 年在北京保利剧院全球首演，由北京

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与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联合出品，

当时同样由张国勇执棒。 这部以京剧为题材的歌剧融合了西方

音乐和中国戏曲，观众既可以听到颇有京剧韵味的旋律，也能听

到锣鼓等中国传统配器手法。

《咏·别》是叶小纲的第一部歌剧作品。 眼下，他还在不断打

磨《牡丹亭》《永乐》这两部歌剧。 “《牡丹亭》用现代音乐思维创

作，这部作品的服装和舞美花了很多心思。而《永乐》讲述宫廷中

的权力斗争，是一部具有深刻反思意味的作品，在创作时我顾虑

重重、慎之又慎。 ”在叶小纲看来，歌剧必须通过音乐推动叙事，

因此旋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是有民族唱法的歌剧，才属于

民族歌剧。 优秀的民族歌剧，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吟唱。 ”

“记得歌剧《咏·别》首演结束后，不少观众都能哼出其中的

曲调。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有不少乐团或平台委约的

作品， 往往上演一次以后就偃旗息鼓了。 而上交希望通过音乐

季、国内外巡演等形式，进一步推进诸如《咏·别》这样的作品的

广泛和深度传播。

自 1978 年以来，上交委约创作曲目多达 50 余部。尤其是近十年来上交与全球

作曲家合作，并联合国内外乐团接力演绎，向世界发出具有中国文化魅力和自信的

声音。 如以李白诗词《战城南》为脉络、由纽约爱乐世界首演的《甜美的早晨》，由作

曲家赵麟创作、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独奏的大提琴和笙二重协奏曲《度》，由美国新

锐电子音乐作曲人安迪·保秋创作的《乒乓协奏曲》，由叶小纲以丝路璀璨历史文化

为灵感创作的交响组曲《敦煌》等上交参与委约的作品，均在业界收获不俗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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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让作品更具辨识度
———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侧记

王安忆连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千余名会员齐聚共议

“年轻当然是鼓舞人心的， 但文

学这项事业是需要终身学习、 认识、

践行的 ， 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

步。 挖掘众多名家的美国大编辑家珀

金斯曾说过， 当你被称为元老， 你就

完蛋了， 我必须警惕极端溢美之词。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写下去， 如果

不能写得更好， 至少不能写得更坏。”

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昨天

在沪举行， 著名作家王安忆第四次当

选上海作协主席， 她的致辞恳切、 平

实， 恰是上海文坛整体创作定力与韧

劲的生动注脚。

文学如何更好地书写讴歌新时

代？ 上海文学创作怎样为城市发展提

供精神滋养、 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 昨天与会的千余名新老作家， 分

别在小说组、 散文组、 诗歌组、 理论

组等近十个小组讨论现场展开了交流

思考。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改

革开放大潮中， 许多人在敞开的机会

中获得了书写天地， 每位作家都在探

索和汲取对个人、 对生活与世界的新

的认识和表达方式。 “面对新时代，上

海作家应有传承历史的责任， 更应有

再创辉煌的担当。 我们应该追溯这座

城市的历史和文学传统， 努力汲取这

座城市赋予我们的创作灵感和资源，

贴近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

生存命运， 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

人民的作品。 ”王安忆说。

充分挖掘传承上海文
化资源，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伟大时代

近年来， 在国内外的多个文学评

奖中，王安忆、金宇澄、小白、程德培、

陈思和、 张新颖等上海作家评论家持

续斩获殊荣， 展现了上海文学的创作

实力和风采，《繁花》《匿名》 等一批重

要作品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之路上树立标

杆，推动艺术审美的不断突破。

“与 15 年前初次当选上海作协主席

时相比，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外表看起来更热闹、更活跃，内里是更坚

硬和冷峻的核， 这需要我们用更深的洞

察力去探究什么是文学的存在。 文学创

作要更加注重自身的社会效益， 为读者

提供文学的趣味、立场和审美追求，心怀

家与国，在喧嚣中沉浸于写作，无愧于自

己的使命。 ”王安忆谈到，回顾上海文学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拓的历史， 放眼上

海文学百余年来发展的脉络， 我们更加

真切地感受到中西多元文化交融汇通，

奠定了上海文学发展的特殊环境； 海纳

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

城市精神，汇聚了上海的文学品质。

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的丰厚底蕴， 为上海作家提供了取之不

竭的灵感源泉。 上海作协组织了一批重

大主题创作， 鼓励作家积极投身革命历

史题材、现实主义题材、优秀传统文化题

材的创作，大型纪实文学《红色起点》创

作初获成果，《红色足迹》 革命故事、《上

海报告》 短篇报告文学集、《中华创世神

话史诗》等一批重点作品陆续结集出版。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但

作为写作者有时非常惶恐，甚至有点‘自

责’，怕笔力不足以呈现时代强音。”新当

选的上海作协副主席、 作家薛舒告诉记

者，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进程中，能否深

入上海改革开放最前沿， 深入普通市民

日常生活，深入一线生产实践，捕捉书写

时代变迁，将上海改革开放的最新成就、各

行各业的创新奇迹和精神追求艺术地呈现

出来，对上海作家提出了巨大挑战。

扎根生活、贴近人民，也成为上海网络

作家关心的话题。 上海是全国网络文学资

源最为集中的城市， 在全国率先提出成立

网络作家协会的设想， 首创签约网络作家

制度等。如何推出更多网文精品，使之成为

展示上海文化魅力的新名片？ 上海网络作

家协会会长血红告诉记者， 网络作家也需

紧跟社会脉搏，书写时代潮涌，传递更多正

能量；“如果只习惯‘宅’着，闭门造车

写出来的故事往往虚浮粗糙， 难以引

发网友共鸣”。

进一步扩大文学影响
力，激活“源头”、做强“码头”

身处新媒体时代， 注意力资源竞

争激烈，“酒香也怕巷子深”，优秀的作

品怎么通过丰富有效的宣传推广为更

多读者熟知， 进而全面提升上海文化

辨识度，扩大文学的影响力，也是昨天

会上上海文学界人士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 世界各地重要的国际性

文学活动和文学阅读平台上， 越来越

多地出现了上海作家身影———英语世

界书评杂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上

海作协合作三年；“上海写作计划”多

年来先后接纳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作家来沪生活写作； 上海书展品

牌活动“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到了包

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国际

知名作家， 举办了 200 多场活动；上

海-台北两岸文学营暨小说工坊邀百

余位两岸青年作家探讨文学创作，加

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眼下，上海文学

博物馆已选址中国现代文学重要起源

地之一的虹口区， 力争为上海文学之

城建设再添厚重地标。

思南读书会、 快闪店让文艺气息

弥散大街小巷， 上海国际文学周荟萃

海内外名家， 与市民面对面……这些

上海打造的文化品牌， 无不致力于整

合更多作者和平台资源。 作家孙甘露

谈到，“思南模式” 系列读书会在浦江

两岸逐步被复制，满足了人们对文学

阅读交流的需求， 成为上海打造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的新亮点 、 新样本 。

“上海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

合作最前沿， 国内国际文学交流异常

活跃。 激活‘源头’、做强‘码头’，需要

上海作家不断发出声音， 积极参与世

界文学风貌的构建， 以无愧于这个时

代。 ”他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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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一部视效奇观步步惊心的快消品

华裔导演温子仁接手电影 《海

王》之前，“海王”被认为是 DC 超级

英雄漫画系列里的一个笑话， 以至

于导演本人半开玩笑地说：“之所以

决定接下这部电影 ， 是觉得没压

力。”哪能想到影片《正义联盟》扑街

后，他和 《海王 》成了 DC 漫画对抗

老对手漫威的希望。 《海王》在中国

上映十天，票房超过 13 亿元。

《海王》 在中国市场席卷票房

的时候， 漫威发布了 《复仇者联盟

4》 的片花， DC 和漫威之间的最明

显差别， 在于 DC 漫画改编的电影

作品中惊人简单的童话感， 从 “超

人” 和 “神奇女侠” 的影片延续到

《海王 》 中 ， 《海王 》 整体单纯 、

明亮、 低龄化的调性， 比前两者和

《正义联盟》 更甚。 这电影的趣味

是很通俗的， 杂糅东西神话的原型

和类型电影的桥段， 叙事让位于奇

观世界的呈现， 把电影做成了刺激

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尚快消品———随

着导演把 “视觉奇观” 这一项做到

极致， 这个策略在商业层面确实是

凑效了。

温子仁导演此前最为人称道的

成绩是执导 《速度与激情 7》， 收

获 15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在目前

的全球电影排行榜上排名第七 。

《速度与激情 7》 接连在各地创造

票房纪录时， 曾有评论认为那是因

为主演之一保罗·沃克的意外去世

造成的情感效应。其实不然，观众对

主创的感情从不是决定电影市场的

要素。 温子仁作为主流商业导演的

优势 ，在 《速度与激情 7》中已经表

现得很明显，就是在俗套的叙事中，

找准一个单项技能的突破点， 在一

个方向上做到极致。 那部影片的趣

味是无底限地输出大场面， 导演的

视听创意核心是 “让汽车飞起来”，

以此刺激观众的荷尔蒙。

执导 《海王》 的温子仁， 延续

了这套创作逻辑。 虽然海底女王亚

特兰娜在影片开篇开宗明义地抛出

了俗套的“主题”———陆地和海洋是

一个整体。然而随着影片展开，与陆

地有关的部分只是楔子和旁支，故

事的舞台在海底，看点在海底。 《海

王》的亮点，在于主创团队对“海底

世界”的构建。 导演设计了一个“海

底帝国联盟”的概念，海王的弟弟奥

姆统治的海底帝国及其盟国、 野蛮海怪

所在的海沟国和世外桃源的 “地心藏

海”，三者构成了叙事的舞台。

在一部电影里设计过分繁杂的视觉

模型， 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策略。 《雷神

3》 是一个现成的反面教材， 当角色们

在宇宙垃圾场和古罗马角斗场这些风马

牛不相及的 “景观” 中任性穿梭时， 电

影成了视觉艺术家发挥想象力的乱炖。

《海王 》 很大程度地规避了这个风险 ，

是因为它在视觉层面的趣味是有继承感

的 ， 大量地源于 《阿凡达 》 《异形 》

《星球大战》 和 《魔戒》。 这是一种吊诡

的平衡： 影片的视觉设计并不是完全原

创， 它借助 “珠玉在前” 的美学趣味，

又同时利用观众拥有的 “观看前史 ”，

把几种质感截然不同的 “海底” 纳入同

一个叙事流程中而不显得杂凑。

温子仁的长处， 是在视听设计中能

把 “类型” 的元素铺排得很好， 并且在

极致的呈现中达成刺激观众肾上腺的目

的。 相比视听手法的 “步步惊心”， 电影

《海王 》 的编剧完成度就显得差强人意 ，

至少， 导演温子仁没有表现多少野心去开

拓一个能和 “少年成长” 平行的、 更严肃

的副题。

早在漫威电影的 “复仇者联盟” 初具

规模、 DC 开始规划 “正义联盟” 时， 已

经有很多流行文化学者针对 “超级英雄

片” 这个类型， 质疑好莱坞正在面临的叙

事困境 。 这些年来 ， 漫威在 《银河护卫

队》 《毒液》 和 《死侍》 这些作品中， 尝

试做出当代感和成人感的品相， 完成度好

次姑且不论。 作为对家的 DC， 更多采用

“古典化” 的策略。 在 《海王》 中， 表现

为这个故事方方面面透着古老的气息 。

“亚瑟” 这个名字一目了然地来自亚瑟王

的传奇； 被放逐的混血王子拿起尘封的三

叉戟， 这条叙事主线明确呼应 “亚瑟拔起

石中剑” 的传说； 亚瑟和弟弟奥姆之间亦

牵挂亦敌对的关系 ，“一个被母亲惦

记，一个自认为遭到了母亲的背叛”这

个剧作套路，很有莎剧色彩；还有海底

女王和灯塔守护人的爱情以及亚瑟和

母亲的久别重逢， 几乎带着 “劈山救

母”和“白蛇传”这类东方神话的原型。

用这套 “古老元素相加 ” 的方

法， 看起来， 《海王》 是把东西神话

史整合以后的文化混用。 然而实际的

戏剧构作中， 叙事从人物逻辑和情感

逻辑这些核心问题前逃逸了， 把自由

发挥的空间让渡给演员的自我表现力

和观众的 “脑补”。 或者， 以温子仁

的创作趣味， 他只能在简化的、 幼稚

的人物逻辑和戏剧情境里， 完成刺激

感官的视听表现。

但也许不得不承认， 能把电影拍

成好卖的快消品， 这未尝不是一种重

要的才能， 毕竟 “够嗨够爽” 是当下

好莱坞的时尚。

《海王》 在中国上映十天， 票房超过 13 亿元。 图为电影海报。

演出后，叶小纲登台（前排左）与张国勇共同向观众致意。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面对新时代， 上海

作家应有传承历史的责任，

更应有再创辉煌的担当。 我

们应该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

和文学传统， 努力汲取这座

城市赋予我们的创作灵感和

资源，贴近这座城市的日常

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命运，

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人

民的作品。 ”———王安忆

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举行，王安忆当选上海作协主席。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李洁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