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卢浮宫年参观人数创新高
2018年接待参观者102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根据卢浮宫

官方消息，2018年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

1020万人次， 这一数字不仅较2017年增

长25%，也打破了2012年970万人次的历

史纪录， 卢浮宫再度成为全球人气最高

的博物馆。

参观者中，法国本土游客贡献了250

万人次，在占比达到75%的外国游客中，

美国、 中国、 欧盟成员国人数排在前三

位 。 卢浮宫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表

示， 这是2015年后巴黎旅游业复苏的迹

象。 不过即使是当时巴黎总游客数锐减

30%的情况下， 卢浮宫2017年的参观人

数依旧能够达到810万。

卢浮宫在2018年开设了包括德拉克

罗瓦画展在内的多场重磅展览。此外，美

国超级明星夫妻JAY-Z和碧昂斯也功不

可没。去年六月，两人公布了在卢浮宫内

为新单曲拍摄的音乐短片， 在获得超高

点击量的同时也吸引不少游客前去一睹

拍摄地风采。在这支音乐短片走红后，卢

浮宫甚至还推出了一条90分钟的官方导

览路线， 将短片中登场的17件艺术品全

部包含在内。

“我非常荣幸当代、外国的创作者们

对卢浮宫这样一座古代艺术博物馆有兴

趣。”马丁内兹说。卢浮宫每年有大约500

个拍摄项目，其中包括电影、电视、音乐

录像等等， 一天拍摄的费用约1.5万欧

元。 同时，有市场分析师指出，卢浮宫正

在从传统景点向潮流景点转型。 “JAY-Z

和碧昂斯用自己的方式为卢浮宫带去一

批全新受众， 他们的歌曲则是一本观光

指南。 ”市场专家马克·扎布洛表示。

此外，为了提高游客舒适度 ，卢浮

宫近年间共花费了 6000万欧元用来

修建改造各项设施 。 今年秋天 ，为纪

念意大利著名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

逝世500周年， 卢浮宫将专门开设大型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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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公告

140年前，这支乐队用交响乐点亮申城
开创数个第一，把西方经典引入国内的同时，也成为向世界展现上海文化、中国声音的窗口

140 年前的 1 月 8 日， 英文版 《字

林西报》 上首次出现上海公共乐队 （上

海交响乐团前身） 的名字。 同年， 第一

盏电灯在上海点亮。 以此为标志， 全中

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登上舞

台， 用音乐点亮了上海这座城。

从上海公共乐队到上海工部局乐

队， 从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到上海交响

乐团， 虽然名称几经更迭， 上交的历史

文脉却不曾间断。 它在中国点燃了古典

音乐的火种， 把西方经典引入中国的同

时， 也逐步成为向世界展现上海文化、

中国声音的窗口。 记者获悉， 上交将在

今年发布 “中国交响 70 年” 系列唱片，

与柏林德意志留声机公司 （简称 DG）

合作出版首张唱片， 并开启建团以来规

模最大的全球巡演。

见证中国交响乐文脉的
薪火相传

上交曾开创数个第一： 最早广泛地

把交响乐介绍给中国观众， 最早演奏中

国管弦乐作品， 最早培养中国的音乐人

才， 最早实行跨年度音乐季， 最早实施

音乐季季票制度等等。 从 1927 年谭抒

真以实习生名义， 首次加盟工部局乐队

成为第一位中国乐手算起， 到 2012 年

上海乐队学院创办， 上交为中国培养了

一批批乐队演奏人才。 经过黄贻钧、 陈

燮阳、 余隆等几代指挥的薪火相传， 中

国交响乐的文脉在这里得以延续。

上交尤为关注中国作品的创作， 并

借助自身平台将作品推广至世界。 1930

年， 工部局乐队的曲目中首次出现了中

国作品———黄自的 《怀旧曲》。 中国作

品通过西方乐器发出自己的声音。 据不

完全统计， 仅 1978 年至今， 上交就委

约创作了 50 余部作品， 朱践耳的十部

交响曲、 瞿维的 《五指山随想曲》、 陈

其钢的 《京剧瞬间》、 叶小纲的 《敦煌》

等均刻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今年， 上交将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联合推出 “中国交响 70 年” 唱片集，

首次尝试用编年体形式 ， 选编出版

1949 年至今的 70 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交响乐力作， 系统梳理并还原中国交响

乐发展脉络。作品包括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 》、交响诗 《红旗颂 》、钢琴协奏曲 《黄

河》、交响诗 《人民英雄纪念碑》 等。

用音乐语言把中国故事
传到更多地方

2017 年 ， 作为首支登上琉森音乐

节的中国乐团 ， 上交站上世界音乐高

地。 今年夏天， 乐团除将再度亮相琉森

音乐节外 ， 还将首次来到爱丁堡艺术

节 、 拉维尼亚音乐节等国际顶尖音乐

节， 在国际舞台展示当代中国交响乐团

的魅力。

今年 6 月， 上交首张由 DG 全球发

行的唱片将正式出版。 这张唱片充分凸

显中西音乐对话的主题， 不仅包含拉赫

玛尼诺夫的 《交响舞曲》， 还将收录中

国作曲家陈其钢的 《五行 》 《悲喜同

源 》。 此外 ， DG 线上资料库还将于今

年发行上交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录音。

在今年的演出安排中， 上交邀请陈

其钢、 阿格里奇、 周天、 哈丁等中外艺

术家担任每个月的音乐大使 。 今年 6

月， 上交委约作曲家周龙创作的 《山海

经》 将全球首演， 进一步向世界传播中

华传统文化。

书写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传奇
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专电 （驻京记者

李扬）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何建明创作的第一部全景展现

浦东开发开放伟大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

《浦东史诗》出版两个月以来，引起了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8 日下午，

由中国作家协会、 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浦东史诗》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

家协会举行。

据介绍，《浦东史诗》 是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 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而

创作出版的， 全书 42 万字，2018 年 10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写作中，何

建明查阅了逾千万字材料和文献档案，

采访上百位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 实地

踏访浦东城乡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现

场，首次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

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

时代画卷，书写了浦东开发开放 28 年间

取得的伟大成就， 凸显了浦东开发开放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样本意义与时

代价值。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在致辞中表示，《浦东史诗》 的酝酿、策

划、创作、出版，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心血，

是上海向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上海

出版界、 文学界与社会各界将继续加强

合作， 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聚焦重大题材，全力打造体现上

海特色、代表当代中国一流水准的文学

创作出版高地 ；抓好重点产品 ，切实加

强重大文艺成果和重大主题图书的宣

传推广工作，让上海的文学创作出版更

有标识度 、更具影响力 ，使 “上海文学 ”

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更好发挥源头

性基础性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

价值 。 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给

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也提出了挑战 ， 在书写急剧变化的中国

社会现实方面 ， 《浦东史诗 》 提供了非

常好的例证 ， 作品在史与诗的完美结合

中艺术地表达了一种不断追求梦想的状

态和精神， 代表了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

的新高度。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翟泰丰认为，《浦

东史诗》 生动再现了上海城市开发的大手

笔，它书写的不只是浦东的史诗 ，更是中

国的奇迹、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史诗。 作品

描绘出了参与建设浦东新区的决策者、领

导者、投资者、劳动者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

界，展现了建设者的情怀，在他们的激情、

智慧和奋斗的后面 ， 是一个民族奋进腾

飞、富足强盛的强烈愿望。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陈晋说，读《浦东史诗》最鲜明的感受，

就是不竭的活力， 浦东的崛起可以代

表上海的活力，作者用大历史的勾连，

小历史的呈现， 还有人物内心世界的

感受， 以巧妙的写法将上海的精神活

力呈现了出来。

《浦东史诗 》 的作者何建明表

示， 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本

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 用文学作品

表现、 反映时代的进步是报告文学作

家的责任， 他将以充沛的创作情感和

生动的文学作品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

力量。

据了解，《浦东史诗》 先后入选中

宣部 2018 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

工程”、“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

规划、上海重大文艺创作项目、上海新

闻出版专项基金项目。 出版两个月以

来， 先后入选新华社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图书”、 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发布的 10 月 “中国好书”，《作家文

摘》“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等重要的

文学图书榜单。

北京人艺 《茶馆》 的舞美设计是写实风格的。 作为舞台艺术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作品趣味和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图为剧照。

2018 年卢浮宫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 1020 万人次。 （资料照片）

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

艺考“冷专业”缘何一夜之间成爆款
上戏艺考舞美专业成黑马，招录比例接近50?1

上海戏剧学院2019年艺术类校考

日前开始网上报名。 距报名结束还有

三天 ， 报考者就已突破3.5万人 ， 创

历史新高。 除历年最受考生青睐的戏

剧影视表演、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

电视编导三大专业外， 今年出现一匹

黑马———“舞台美术” 相比去年报考

考生人数翻了三倍 ， 招录比例接近

50∶1， 成为一大热门。

“舞台美术” 一夜成爆款， 让人

想到另一 “冷专业” 的走红———只招

18人的木偶表演专业， 去年迎来1380

多人报考， 今年该专业的报考人数已

经超过2000人。 对此相关专业招生老

师分析， 随着国内演出市场的日渐活

跃， 尤其是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一些

专业性强、 不拼颜值拼创新和综合应

用的专业正在获得更多认可。

不过 ， 也有学者提醒 ， “冷专

业 ” 的走红中也可能包含一些考生

投机取巧想跑赢录取概率的心态 。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表示 ， 艺

考成才之路并没有所谓捷径， “冷专

业” 不应成为获得文凭或进入演艺圈

的跳板。

行业发展迅速， 艺考
生眼界需要更开阔

“冷专业”成为爆款的背后，是相关

行业飞速发展带来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

狭义解读， 舞台美术即根据剧本、

角色等演出要求， 运用多种造型艺术手

段 ， 进行舞台形象工程建设 ， 包括布

景 、 灯光 、 化妆 、 服装 、 效果 、 道具

等 。 它虽不是一部舞台作品创作的核

心 ， 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近年

来， 舞台美术工作的用人需求量与日俱

增， 其中优秀的、 具有丰富舞台经验和

全球眼光的舞美更是市场的宠儿 。 例

如， 中文版 《战马》 巡演四年， 舞美跟

着团队走南闯北， 一身从英方学到的宝

贵经验， 已经成为各大制作方、 院团争

抢的优质人才。 又比如， 上海版浸没式

戏剧 《不眠之夜》 的舞美， 每一位都兼

具语言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 与外方对

接毫无障碍， 也是行业的标杆式存在。

知名舞美设计师黄楷夫说， 舞台美

术是应用型很强的专业， 其所培养的人

才不仅能够服务于现代舞台艺术、 影视

艺术的需要， 同时在广告、 文创、 空间

设计等领域也有很强的适应性。

同样， 2004年上戏建立木偶专业本

科之后， 毕业生也很少会愁 “找饭碗”，

不仅木偶本身市场逐步扩大， 木偶专业

与其他艺术的兼容性强， 毕业生除了在

专业木偶剧团担任工作外 ， 也会在话

剧、 舞剧、 音乐剧舞台上发展。 类似的

例子还有音乐剧专业， 这个有些 “高冷”

的行业这几年也持续升温， 今年报考人

数超过500人， 同比增加10%左右。 正是

全国音乐剧市场逐渐走向繁荣带动了相

关专业的发展。 据悉， 仅上海一年， 音

乐剧观众就达32.3万人次 ， 票房收入

5080.3万元。

院校提醒考生， 艺考
不是“下赌注”

多元的艺术专业， 向年轻人敞开大

门。成才有各种路径，但作为专业艺术类

院校，黄昌勇认为，选拔必须要有“规格”，

要让更多综合素养高的学生，进入艺术培

养的序列。 黄昌勇说，机会要留给真正需

要的人，而不是因为表演系竞争太激烈而

实行“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

曾有所谓 “行业明星”， 其经纪团

队标榜他是 “传统文化” 行当出身， 但

他虽频繁亮相综艺节目获得很高关注

度 ， 却并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相关

“传统文化”行当的本领和学识。“很多

人还是把艺考当成了进大学的捷径。”

有业内人士评价， 很多人误解艺考对

文化课要求不高，将艺术院校当成“分

数洼地”。 事实上，每年因为文化课落

榜的学生不在少数。 有一位考生告诉

记者，她是复读后再次报考上戏的，报

考的艺术院校不止一所， 在上戏面试

结束后，还要辗转北京等地参加艺考。

有的考生其艺考之路甚至要在春节前

后开始持续三四个月。

在辛苦迎考拼搏的同时， 艺术院

校提醒考生正确面对艺考错峰提供的

机会， 对于专业和人生的选择， 是否

真的需要像下赌注一样？

为了减少偶然性， 在入口把好第

一道关， 不少艺术院校在招生工作上

不断调整。今年，上戏在复试、三试中，

对考生的“声乐”“台词”“形体”“表演”

四项基本表演素质进行分科考试，每

项由不同考官打分，最后根据综合评

定择优录取 。 “这意味着考试将越

来越严格。”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

任何雁说， “考生不再能仅凭某一方

面特别的优势拿到最终的录取通知

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