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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初, 申城迎来了 “新年演出

档期”。在本次“新年演出档期”亮相的各

场演出，除了演出一些经典乐曲之外，记

者发现节目内容愈加多元， 出现了更多

中国作品。

如上海交响乐团将在音乐总监余隆

执棒下， 在上交音乐厅的上海新年音乐

会上献演 《浏阳河》《娄山关》《延安颂》

《歌唱祖国》等中国经典，喜迎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而已经和上海乐迷相约 15

年的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团，这次将

携手抒情花腔女高音依隆卡·维科，在上

海音乐厅演出《长江之歌》。

以国际水准和上海特色的
新年音乐会为祖国送上祝福

在今年 12 月 31 日和明年 1 月 1 日

的上交音乐厅内， 上海新年音乐会将如

约而至。 过去九年的上海新年音乐会一

直秉持了 “指挥巨匠+经典作品+上海交

响乐团”的品牌风格，除邀请国外知名指

挥家执棒圆舞曲外， 还会演出一些擅长

的特色曲目。 这一次在上交音乐厅举行

的新年音乐会，则推出了全新策划，中国

本土指挥家余隆将携歌唱家阎维文、雷

佳、王丽达、索朗旺姆、黄延明及解放军文

工团合唱团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

共同参演。

本次上海新年音乐会选取了各个历

史时期，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国作品。

上海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起源地。 这

次音乐会将上演不少出自上海音乐名家

之手的传世之作， 如贺渌汀的 《游击队

歌》、丁善德的《黄浦江颂》、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吕

其明的《红旗颂》等。音乐会邀请作曲家邹野操刀，以交响音

乐的方式对这些经典作品重新进行了编排。此外，女声及混

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也以别开

生面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上海新年音乐会代表着上海的新年之声。 ”余隆表示，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上交有责任也有义务用这样一

台具有国际水准、上海印记的新年音乐会，给祖国送上祝福。

中外艺术家轮番上阵，演奏丰富多元的
古典现代曲目

德国科隆交响乐团将于 12 月 31 日献演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 近年来，该乐团所举行的一系列通俗流行音乐会，包

括《乱世佳人》原声电影音乐会、音乐剧《窈窕淑女》音乐会

等受到广泛好评。该团艺术总监茵嘉·希尔斯伯格是欧洲著

名的女指挥，而这场音乐会的特邀指挥伊丽莎白·库珀不仅

是位指挥家，还是一名电影演员。 2004 年至 2005 年间，库

珀出演了电影《魂断威尼斯》，还与法国女明星伊莎贝尔·于

佩尔共演电影《尘埃的爱》。 这两位女性艺术家将携手打造

一场风格细腻的新年音乐会。

1843 年的红色燕尾服和白裤子、 对约翰·施特劳斯音

乐的纯正演绎，是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与众不同的标

志。该团自 1977 年重组之后，已在全球成功演出了 3000 多

场。近 15 年来，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团每年都来到上海

音乐厅，举行以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为主题的新年音乐会。此

番来沪，该团将延续多年来在申城跨年的传统，以《蓝色多

瑙河》《拉德斯基进行曲》压轴；乐团全体成员将身着传统红

礼服和白长裤演奏曲目；乐手与观众一起将倒数迎接新年，

指挥将向观众致辞，并撒糖进行祝福等等。

在今年岁末阶段上演的音乐会中， 上海本土的小提琴

家黄蒙拉携手他的音乐家好友们， 已于近日在上交音乐厅

演艺厅举行了音乐会。 这场演出的场地选在能容纳数百人

的小厅，坂本龙一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等曲目也颇为

通俗。 “这样小型室内乐编制的音乐会就像沙龙一样，我在

和老友相聚的同时，也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台上台下都其

乐融融，形成一种温馨、快乐的氛围。 ”黄蒙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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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莫言出手，尽显短篇小说精妙魅力
走过65年的《上海文学》首推英文版，明年1月号新刊荟萃名家新作

新年新气象， 国内众多文学期刊为即将

来临的 2019 年“攒”足了劲。 昨天，《上海文

学》杂志举办创刊 65 周年座谈会，陈村、赵丽

宏、程永新、金宇澄、小白等文学界人士齐聚

上海作家协会大厅。 现场发布了新鲜出炉的

《上海文学》2019 年 1 月号，新刊集中推出几

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新作，主打栏目“短小说特

辑”琳琅满目，令读者再度领略短篇的精妙与

魅力。活动现场，《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

宏透露：《上海文学》杂志首度推出英文版，预

计每年平均出版两期， 这也是目前上海唯一

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文版文学期刊。

2019 年 1 月号 《上海文学 》 新刊中 ，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年过八旬的王蒙 《地中海

幻想曲》 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一斗阁

笔记》 两篇新作。 王蒙宝刀不老， 莫言继续

书写家乡高密的故事。 “优秀的作家， 能写

长篇巨作， 也能写好精微短篇。” 赵丽宏说，

短篇小说如何写得精短耐读 ， 以小见大 ，

以极简篇幅叙述故事塑造人物 ， 并给读者

深远的联想和启迪 ， 对小说家们提出了极

大的挑战。

精短文字中蕴涵着智慧，“含
泪的笑”让人回味

翻阅 2019 年 1 月号《上海文学》新刊头

条作品，正是莫言最新短篇《一斗阁笔记》。小

说含 12 篇短小说，分别以真牛、诗家、葱管、

锦衣、仙桃、茂腔、褂子、踩鱼、虎疤、槐米、深

巷、爱马为小标题，最短的才 200 多字，长的

不过 400 来字，写的依然是家乡高密的故事，

既有古代传说，也有童年记忆，更穿插了形形

色色的乡间人物故事。

“这 12 则故事让人联想起《聊斋》和《阅

微草堂笔记》，却又完全不同于古人，这是一

个当代作家对家乡，对土地，对生命，对世俗

人性的描画和思考。 ”赵丽宏评价，这些短小

说为读者呈现的故事，亦真亦幻，亦古亦今，

庄谐相融，悲喜交加，精短的文字中蕴涵着智

慧，是含泪的笑，让人回味叹息。

赵丽宏直言，他对“微型小说”这样的提

法，心里一直不太赞同。 在他看来，短篇小说

中应该包括这类篇幅极短的作品， 而不必另

外分为一类。 所以《上海文学》以“短小说特

辑”作为栏目名字，“短小说”并非小说新类，仍

是短篇小说，只是强调其短。而莫言的《一斗阁

笔记》，为读者提供了短小说的独特范例。

另一位中国文坛老将王蒙依然有新的创

造，此次刊发的他的新作《地中海幻想曲》（又

一章），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两篇短小说

中剖示的人物心境，既有世道沧桑，更有强烈

的生命活力。小说女主角隋意如是众人眼中的

“人生赢家”，有着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身

份等，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小说

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

邮轮后，在雅典的旅行经历和心理起伏，“在真

正的美丽面前，我从不骄矜。 在真正的大大小

小的美丽面前，我五体投地。 我不行。 对不起。

我实在不行。”她落泪了。读者在短小的故事篇

幅里，仿佛跟随 40岁的她遍览人生沿途风景，

令人感叹王蒙的笔力之老辣精准。

“作为《上海文学》的老朋友，王蒙这几年

陆续发表了多篇中篇、短篇、对谈录等作品，他

以严谨的创作态度， 用独具性格的生动文字，

为后辈作家树立了典范。 ”赵丽宏如是感慨。

今年鲁迅文学奖得主、 作家小白的获奖

中篇小说《封锁》，正是首发于《上海文学》。明

年 1 月号新刊推出了小白的短篇新作 《透

明》，篇幅虽短，却延续着他的创作风格———

扑朔迷离的情节，出乎意料的人物关系，对当

代年轻人婚姻情感生活的曲折情状有独到的

表现和析解。

此外，青年作家班宇、艾玛、张怡微等人

的短小说，也各有不同气象，从不同维度探索

了短篇的叙事手法和书写弹性。

上海唯一外文版文学期刊面
世，助力当代文学“出海”

《上海文学》杂志英文版昨天同期首发，

由上海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总公司合作，今后将以常态陆续出版。这是中

国文学面向世界的又一窗口， 也是目前上海

唯一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文版文学期刊。

《上海文学》英文版的内容，包括中短篇

小说、散文、诗歌，非虚构文学等，由《上海文

学》 编辑和国内专家一起选取国内最新发表

的优秀文学新作， 特邀一批经验丰富的外国

汉学家担任翻译， 以准确反映中国当代文学

创作的面貌。

第一期英文版的封面素雅简洁， 俯瞰视

角的画面里三个人行走在波浪状大漠中，首

期主题为 “THE WEIGHT OF LIFE”（意为

“生活的重量”），收录了宗璞、张炜、范小青、

薛舒、蔡骏、文珍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小说英

文版，以及肖复兴、杨炼、陈东东、田原等人的

散文和诗歌英文版， 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动

侧影。

据悉，《上海文学》 英文版推广依托中图

公司的发行渠道和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传播。 除了线上销售渠道和中图公司在世界

各地实体书店铺货上架，英文版《上海文学》

还向全球所有孔子学院和国外图书馆推广，

希望将中国文学之美传递到更多外国读者

心中。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由 《美术》 杂志社和上海美术学院共同主办

的 “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专题研讨会系列： 主题性美术创作

的当代性 （第二回）” 学术研讨会， 日前在上海美术学院

举行。

与会者围绕 “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与问题”“美术

创作中的叙事模式及其当代创新”“20 世纪主题性美术研

究”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研讨会前一天， 与会的专家学者先在上海美术学院举

办了 “上海美术学院师生美术创作优秀草图观摩展” 座谈

会。 在观摩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家参与的四个方面的

美术展览项目的 67 件创作草图后， 专家学者分别点评了

这些带有主题性创作指向的草图， 肯定了这些草图目前从

主题内容和表达形式方面所体现出的特色和已取得的成

绩， 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孙景波、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健认为， 虽然草图中的

上海题材较多， 但上海气息尚不浓郁。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

学院副院长吕品昌坦陈， 草图整体氛围还偏沉闷， 新时代

美术应该有新时代的特点， 在新技术与美术创作的结合方

面， 上海应该走在前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代大权指

出， 主题性创作要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学者郑工认

为， 信息时代不等于炫技时代， 主题性创作在题材规定的

状态下， 寻找到合适表达的切入口尤为重要。 《美术》 杂

志社长兼主编尚辉认为， 主题性创作应该要处理好三方面

的关系， 即大制作中的精致性、 形式创意中的思想性和时

代特征中的艺术个性。 （李华）

《上海文学 》 2019 年 1 月

号新刊荟萃名家新作。

从边缘走向主流，网络剧悄然“出圈”

“现象级”作品的频频亮相刷新人们的审美认知

在朋友圈中刷屏的“超级剧集”为何在电

视上找不到？ 这是从不接触网络剧的观众近

年的一大困惑。一批网络评分极高，点击动辄

亿级的网络剧正成为难以忽视的社交话题。

今年，网络剧市场热闹非凡，流量爆款不

断。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日前发布的

《2018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今

年网络剧上线总量预计达到 280 部。 这个数

字与 2017 年基本持平，但网络剧的“出圈”趋

势却比去年更为明显———先是有《延禧攻略》

创下了 180 亿播放量，后又有大牌云集的《如

懿传》播放量达 160 亿，这两部作品也成了今

年最火的国产剧集。网络剧凭借量与质的双重

升级，悄然“出圈”。一方面，网络平台的日渐壮

大让网络原创视听节目的创作规模进入高速

增长期。 另一方面，一批“现象级”作品的频频

亮相也刷新着人们对网络剧的审美认知。

精良作品首选网络， 网络剧
与电视剧的边界已然瓦解

曾经， 网络剧与电视剧不但播出媒体不

同，呈现的内容也大不一样。 以“恶搞剧”“段

子体”起家的网络剧，曾被业内人士视为传统

电视剧的低成本“补丁”，仅仅是年轻低头族

打发碎片时间的“无脑”消遣。 然而，这两年，

曾经小众的网络剧已经凭借不输传统电视剧

的投资规模从边缘进入了主流， 成为跨越年

龄段的热门娱乐选择。

得益于优秀资源的集结效应， 网络剧与

电视剧不再泾渭分明。不少在品质上“网台通

吃”的作品仅仅是将网络作为首播渠道，才被

冠以“网络剧”之称，而这种网络为先的播出

理念，也显示出“网络剧不如电视剧”的鄙视

链已经瓦解。

今年最热的网络剧《延禧攻略》与《如懿

传》便是最佳佐证。《延禧攻略》凭借高调的宣

传手段与闯关打怪式的“爽文模式”成为全民

话题，传播热度远超同期播出的电视剧。几个

月后，这部作品又在多家卫视平台多轮播出，

依旧热度不减，为卫视平台创下高收视。因为

主演周迅的高人气，再加上《甄嬛传》姐妹篇

的品牌号召力，《如懿传》 先天具有卫视黄金

档“超级剧集”的品相。只是这一次，网络平台

不仅“吃下了”这样的大部头剧，还没有产生

任何媒介排异现象，观众旺盛的追剧热情，让

网络平台的充值会员同比去年增加了 79%。

优秀影视资源向网络剧集结的趋势，去

年就已苗头初现， 未来还将愈演愈烈。 去年

《白夜追凶》《河神》等一批将类型化做到极致

的口碑剧的出现 ， 便是优质资源的集中发

力———《河神》的背后是由知名电影人陈国富

领军的功夫影业， 监制与出品人团队几乎是

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原班人马；《白夜追

凶》的主创团队在网络剧行业摸爬滚打多年，

早年就已创作过一批口碑探案剧。张艺谋、冯

小刚、陈凯歌、王家卫、陈可辛等名导都放言

语将涉足网络剧。

“网台通吃”的爆款虽多，业内人士对网

络剧的形式探索并未止步。 近期各大平台便

集中推出一批“竖屏剧”。 这些剧集投资成本

不高，采用竖屏播放，以几分钟的喜剧短剧为

主。这个仅适用于小屏播放的创新样态，目前

尚处于投石问路阶段， 却也蕴藏着新的突破

可能。

作为一个日渐主流化的文艺
样态， 网络剧更应在精神内核上
迈向成熟

去年热播的网络剧 《白夜追凶》《河神》

《无证之罪》都已登上全球最大收费视频网站

Netflix，在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今年大热

的《延禧攻略》也已经卖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海外版权。 网络剧在为本土观众提供娱乐的

同时，亦正大踏步迈向国际市场。

然而，随着爆款的不断涌现，当下网络剧

对现实生活关照不够的短板也开始显现。据某

媒体统计视频网站前台数据， 今年播放量排

位前 20 的剧集中，聚焦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仅有《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一部，其他多为古装宫廷剧与古装玄幻剧。 而

一些流量爆款的网络剧的内在文化精神价值

与其获得关注度尚不成正比。 热门网络剧《延

禧攻略》 也因其内涵的价值观而引起观众的

争议。有观众认为，这部作品对封建等级制度

的批判与反思被消解在了爽文模式中。

“作为一个日渐主流化的文艺样态， 网

络剧更应在精神内核上迈向成熟。 网络剧制

作者应多思考如何展现辽阔的当代精神生活

图景， 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优秀的中国文

化。”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表示， 现阶段网络剧的格局还有极大的提

升空间， 凭极致感 “出圈” 的网络剧， 当下

必须对如何补完精神内核进行更多的思考。

网络剧的精神价值引领问题已引起业内

人士的重视。 情感穿透力与文化责任感正代

替流量、 IP、 网感等营销词汇， 成为网络剧

人口中的高频词。 爱奇艺自制剧开发中心经

理戴莹指出， 去年该平台一项数据显示， 中

国 16 岁到 25 岁的年轻观众， 都对展现当下

生活的视频内容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这

一代年轻人更具文化自信， 更喜欢立足当下

立足本土生活的故事。” 戴莹说， 按照一时

的爆款去创造内容， 等产品做出来， 观众可

能早就有了新喜好。 网络剧制作者应该将观

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视为共同成长的朋友， 以

真实的生活和渗透在作品中的优秀中国文

化， 寻找彼此的情感共鸣契合点。

《延禧攻略》 凭借高调的宣传手段与闯关打怪式的 “爽文模式” 成为全民话题， 传播热度远超同期播出的电视剧。 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