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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5 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文

艺发展指明方向 。 也在当日 ， “上海文学艺术

奖” 时隔 12 年再度重启， 表彰和奖励了一批德

艺双馨的文艺家， 产生广泛影响力。

五年来 ， 上海文艺事业呈现新时代的新气

象。 一批为人民立言、 为时代立传的上海原创、

上海制作， 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引发反响。 而通

过这些精品力作， 也涌现一批上海培养、 上海孵

化， 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人才。 时值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奖” 评选即

日启动， 既展示上海文艺发展新成绩， 展现沪上

文艺人才新风采， 同时也激励文艺工作者再创佳

绩， 为上海文化发展作更大贡献。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文化，使城市更有

温度，使城市生活更有品质，凝聚起人们对城市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

所长朱鸿召说：“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背景

下， 作为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的最高奖，‘上海文学

艺术奖’抬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标杆，对于当

代建构文学艺术的话语体系、擦亮城市文化品牌，

以及培养和扶植新的文艺人才都有着重要意义。”

上海佳作频出背后，是文艺大家
名家的示范、引领和传承

2014 年起，重启“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与

“一团一策”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道，成为上

海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持续推

动上海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五年来，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硕果累累。在全国

综合性奖项中， 上海作品几乎涵盖所有文学艺术

大类：2017 年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

个一工程”评选中，上海有五部作品榜上有名：电

影《我是医生》，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平凡的世

界》、歌曲《幸福少年》（组歌）和图书《布罗镇的邮

递员》。 刚刚公示结束的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名单上又见上海的六部作

品，充分展现着上海文艺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

同时，在国内国际的各个专业奖项评选中，上

海同样成绩亮眼：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获第十

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 长篇小

说《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昆剧《邯郸记》、交

响乐《启航》、沪剧《敦煌女儿》先后入选国家舞台

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杂技《攀登—集

体造型》《突破—斜杠》获第 42 届蒙特卡洛国际马

戏节比赛“金小丑奖”……

一批扎根现实、 回应时代的上海影视作品，

证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能够赢得市场口碑的双

赢。 现实题材影片 《我不是药神》 以近 31 亿元

位列 2018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第三位。 而在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电视剧 《大江大河》

《大浦东》 等， 用荧屏创作生动呈现上海作为改

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 也用基层奋斗者的

故事引发普通观众强烈共鸣。

佳作频出的背后， 离不开第六届 “上海文学

艺术奖” 12 位终身成就奖和 12 位杰出贡献奖获

奖得主的示范、 引领和传承。 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 终身成就奖获奖作曲家吕其明用 《红旗

颂》 半个世纪后的定稿， 向祖国和人民献礼。 另

一位终身成就奖得主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在

过去几年中， 将 《曹操与杨修》 等三部代表作毫

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青年演员。

“一人一策”精准定向，为文艺界
输送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在向已经成名成家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致敬的

同时，上海更发掘一批青年潜力人才，令他们在前

辈的示范引领下，为上海文学艺术贡献持续动力。

2014 年重启“上海文学艺术奖”的一项重大突破，就是推出“上海青年文艺家

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培养计划”），在文学、戏剧戏曲、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界

遴选 40 余位青年人才，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各自所在单位机构共同制定“一

人一策”的专属培养方案，以德艺双馨为目标，全面提升素养，并为他们的创

作、展示和演出提供平台和支持。 这一做法，在国内尚属首创。

德艺双馨， 德为艺先。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田蕤在 “培养计划” 中的

最大收获是将 “为人民演戏、 为人民演好戏” 确立为终生追求的事业。 四年

多来， 他主演的 《共和国掌柜》 《大清相国》 《老大》 等现实题材作品演出

达 130 多场， 力争做到 “一戏一人物， 一句一真情”。

如今， 这批青年文艺家们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才， 在多部精品力作

中挑起大梁， 赢得专业奖项认可与观众赞誉。 京剧坤生王珮瑜致力于京剧的

传承推广，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传统戏曲。 深耕儿童文学创作的殷健灵

凭借长篇散文 《爱———外婆和我》 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上海芭蕾

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领衔芭蕾舞剧 《哈姆雷特》 获颁中国舞蹈界最高奖 “荷

花奖 ”。 入选 “培养计划 ” 同年 ， 上海歌舞团舞蹈演员朱洁静在 《朱鹮 》

“领飞”， 今年 “培养计划” 进入尾声， 她成为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烈士李

白的革命伴侣 “兰芬”， 两部作品分获 “荷花奖” 与 “文华大奖”。

受惠于 “一人一策” 的精准施策， 朱洁静感恩的不只是在 “培养计划”

各方关怀下， 能够在重要作品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 更是通过学习实践认

清了自己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就在 2018 年上海歌舞

团实施 “艺衔制” 新一轮考核后， 担任舞团首席 10 年的朱洁静、 王佳俊获

得 “荣典·首席” 的称号。

“上海文学艺术奖” 通过奖项颁发与培养计划的双轨运行， 正建立起名

家大师勇攀高峰、 青年人才不断涌现的长效机制， 为文学艺术的繁花之城，

贡献更多名家力作。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二 编辑/杨舒涵 9文化

长三角民间艺术精品汇聚申城
“匠心江南·第三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匠心江南·

第三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 日前在上

海亚振海派艺术馆拉开帷幕， 30 余种独

具江南特色的民间艺术门类汇聚申城，

向人们呈现长三角民间工艺的精湛技艺

和创新传承。

苏绣、惠山泥人、核雕、竹刻、东阳木

雕、青田石雕、龙泉青瓷、徽墨、歙砚、顾绣、

海派剪纸……通过长三角民间艺术界的

联动，一个个匠心之作，无声地传递着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其

中，来自安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杜氏刻铜

代表性传承人杜平的刻铜作品《为了新中

国》采用创新刻制工艺，丰富刻铜的色阶，

刻画了沧桑坚毅的长征战士形象，再现凝

重恢弘的革命历史。 上海市工艺美术大

师、非遗海派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历

时四年创作的微雕《弄里乾坤》，精细重现

了海派石库门建筑中千姿百态的生活场

景。 江苏的苏绣代表性传承人薛金娣的绣

品《江南风物》，以素雅写意的刺绣语言勾

勒出江南四季。 来自浙江的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周金甫带来的青田石雕 《稻鱼共生》,

则展现了江南水乡农田稻谷丰美、河鱼跃

动的景致。

展览中， 一系列兼具传统技艺之美

与当代设计智慧的展品格外亮眼， 向人

们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比如， 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林霞的台绣 《网络天下》，

运用台绣针法的精髓 “蜘蛛网绣”， 以当

代纤维艺术的新理念， 依托密密麻麻的

骨针洞和蜘蛛网的刺绣工艺元素的复制，

意在将台绣的精髓织成纵横交错的 “网

络”。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陆小琴带来的

核雕 《太湖霞光》， 让远山、 梅花、 扁舟、

渔人、 烟波在方寸间依次出现。 为渲染

出霞光万丈的景象， 特意将橄核打磨得

薄如蝉翼， 从而使光线得以映透出 “霞

光”， 这是核雕的创新技法。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①维克多·雨果 《莱茵河》

扉页。 ②装饰作品 《鸟镜》。 ③

装饰作品 《持团扇的中国女

子 》。 ④皮埃尔·乔治·让尼奥

《高城居中的 “畅观楼”》。 （以
上均展方供图） ⑤ “维克多·雨

果： 天才的内心” 大型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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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谐星转战大银幕为什么不灵了？

岳云鹏领衔电影《鼠胆英雄》上映十天票房不到亿元———

作为暑期档至今唯一一部喜剧电

影，佟丽娅与相声演员岳云鹏领衔主演，

集结 20 多位明星的《鼠胆英雄》，上映十

天票房没能过亿， 豆瓣口碑评分 5.5，市

场表现和观众评价都没有达到预期。

前有“师父”郭德纲在银幕留下的尴

尬身影，后有小沈阳、宋小宝等主演的电

影评分“跌跌不休”，这些相声小品演员

在舞台上逗得观众前仰后合， 可一转战

银幕拍摄喜剧影片， 却屡屡遭遇观众笑

点雷同、故事敷衍的争议。 这让人疑惑，

舞台谐星到银幕就不好笑了？

故事落俗套，剧场粉丝撑
不起票房市场

岳云鹏 “跨界” 演喜剧片，《鼠胆英

雄》还没上映之前就有业界唱衰，预告片

视频下面，网友评论中“不看好”更成为

高频词。

《鼠胆英雄》 故事背景选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滩，以精美服饰场景试图

刺激观众眼球。从创作班底来看，编导束

焕曾参与编剧的喜剧片 《人在囧途之泰

囧》《港囧》都曾是票房口碑赢家。 此外，

该片在男女主角岳云鹏、佟丽娅之外，还

邀请雷佳音、蔡明、刘威、袁弘等近 20 位

知名演员加盟演出。 如此大的手笔可见

其市场野心。在宣传初期，岳云鹏更是喊

出了十亿元的票房目标，并表示“之前演

过很多烂片，但这部电影是好电影，值得

大家花钱观看。 ”

遗憾的是， 其故事内核的俗套令这

些“配置”很难发挥实力。 岳云鹏再度饰

演长相平凡的普通人， 他一心追求佟丽

娅扮演的“万人迷”，最终因为诚意与真

心感动对方抱得美人归。 这与他此前在

《疯岳撬佳人》《祖宗十九代》中的形象如

出一辙。 电影故事中，岳云鹏饰演的旧上

海警察畏首畏尾，试图获得抚恤金来帮助

舞女脱身，可偏偏阴差阳错“求死不得”反

而节节高升。这样的剧情设置更被观众指

出与上世纪 90年代电影《猛警恶匪》大同

小异，只不过主角从为儿子教育操心的父

亲，变成了“追靓女”的穷小子。 正是以上

种种原因，影片被指情节俗套，票房不佳

也就不难理解。 上映次日，《鼠胆英雄》的

排片占比也从 12.2%跌至 7.5%。

有影评人评价， 尽管凭借 “五环之

歌”等噱头段子，岳云鹏一夜走红，可由

于缺乏系统的影视表演训练， 一些相声

舞台上颇具“笑果”的表现手段，在大银

幕上显得浮夸粗糙。这种情况下，即便拥

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也难撑起电影票房。

如此跨界甚至还有透支演员表演信誉的

风险，要知道《鼠胆英雄》并不是岳云鹏

口碑最差的一部电影， 他此前主演的电

影，观众评价在三四分之间徘徊，去年一

部《断片之险途夺宝》仅为 2.8 分。

从舞台谐星转型专业演
员，还需潜心打磨演技

不只是岳云鹏， 很多相声小品演员

都难逃“票房毒药”的魔咒。

凭借春晚走红的小品演员小沈阳也

是如此，他出演主角配角的喜剧电影不少，

口碑之作却寥寥无几。 宋小宝也频频在银

幕露脸，遗憾的是，他唯一一部上 6分及格

线的电影还是客串演出的《缝纫机乐队》。

更有舞台谐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早在 2010 年郭德纲便自导自演了《三笑

之才子佳人》，当时就有观众感慨“除了

相声包袱搬到大银幕， 这片子有剪辑吗，

有导演吗，有摄影吗？ ”足见其品相和观众

期待落差之大。 到了去年，郭德纲再战银

幕，他与岳云鹏主演的《祖宗十九代》，高调

亮相春节档，最终却只换来 4.2分的评分。

为何宁可搭上名声也乐此不疲非要

进军影视圈？有人分析，究其根本，动辄过

亿的电影票房远比舞台演出的回报来得

丰厚。 就拿某部低评分的喜剧电影来说，

其 1.7 亿元的票房成绩， 对比其仅 2000

万的投资，显然能让主创赚个盆满钵满。

尽管《鼠胆英雄》在电影制作上已经

比《三笑之才子佳人》有了长足进步，但

其进步速度远远没有赶上观众对于喜剧

电影日益提升的要求。 这让人难免想到

“开心麻花”，同样是将成功的舞台剧、演

员 IP 转码影视资源，尽管凭借《夏洛特

烦恼》赢得良好开局，但其《李茶的姑妈》

很快陷入“笑点低俗尴尬”的窠臼。当然也

有正面例子， 小品演员出身的范伟就在

《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 等影片中有细

腻精彩的表演，并获得多个专业奖项。 在

这些作品中，他早已跳脱出舞台谐星的形

象，展现出专业演员的可塑性与层次感。

回到开头的问题， 并非舞台谐星转

战银幕就一定不行， 而是其对待艺术创

作的态度，决定了观众的反馈。如果一再

把拍电影当成“赚快钱”的工具，自以为

舞台市场已经引发大量粉丝追捧， 便急

于将谐星光环变现。 如此一再消耗观众

的好奇与好感，仅仅依靠“这次不是烂片

了”这样一厢情愿的宣言，不可能拉动票

房收获好评。

综 述

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
是雨果写就的“真正的中国诗”

“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特展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

写下 《巴黎圣母院》 《悲惨世界》

《九三年》 等名著的法国作家维克多·

雨果， 可谓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世界

文学巨匠之一。 然而， 人们对于他的

了解 ， 或许仅是冰山一角 。 昨天 ，

“维克多·雨果： 天才的内心” 特展亮

相上海明珠美术馆， 以巴黎雨果故居

博物馆馆藏的逾 200 件雨果创作及相

关作品， 首次向中国观众较为全面地

展现这位大师在多元领域的探索。

这些展品包含绘画、 雕塑、 摄影、

书籍、 书信手稿、 室内装饰、 日常用品

等， 其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在巴黎之外展

出。 人们将惊叹于隐藏在文豪光环背

后、 鲜为人知的生动侧面与蓬勃创作，

比如， 雨果同样是个艺术家， 是个装饰

艺术家。

“展览筹划了三年。 恰逢巴黎的

雨果故居博物馆闭馆， 很多藏品甚至

是镇馆之宝才有机会带到中国。” 明珠

美术馆执行馆长、 此次雨果主题展联

合策展人李丹丹说。 她坦言展览选在

今年上海书展前夕开幕是有意为之 ，

“我们希望美术馆能够面向更多的人，

不仅仅吸引艺术爱好者前来， 也吸引

文学爱好者和更多人走进展厅， 了解

雨果———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首次集中呈现的绘画原
作， 折射出文豪被遮蔽的绘
画才能

文豪雨果原来有着惊世骇俗的绘

画才能。 艺术大师德拉克罗瓦曾在给

雨果的一封信中说： “如果您决心当

画家而非作家， 成就会高过这个世纪

全部艺术家。” 雨果的绘画生涯， 始于

1834 年夏季的旅途中， 用画笔记录下

沿途风景， 并在之后逐渐融入想象的

成分， 进入精神世界的探讨。 他这一

生创作了 3000 多幅画作， 即便曾一度

不得已停止文学创作， 也从未放下手

中的画笔。

此次展览特设雨果绘画专区， 首

次集中呈现他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画作

原作， 从 1834 年开启的旅行画、 带有

签名的标志性风景画， 到难得一见地

为自己的小说 《海上劳工》 所作插画

等， 让中国读者直面雨果在不同领域

的多样才华与生动侧面。

雨果的随手画究其内容其实鲜少

与其文学创作直接相连， 却可被视为

他艺术天才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 体

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

雨果的绘画往往尺幅不大， 随心

所欲， 常常被他作为 “名片” 或 “贺

卡” 赠给亲朋好友， 或是加上自己精

心修饰过的画框作为家中的装饰。 这

样的画， 显然是超越功利的， 用以平

和心绪、 安顿心灵， 就像他所坦言的，

“在写两节诗的中间， 得以轻松一下”。

这些 “小画 ” 中迸发的创造性张力 ，

却令人瞠目结舌。 比如， 雨果的画中

有诗， 其画作甚至比其诗作更富有诗

意 ， 抒发一切文字难以言尽的情感 ，

并且越到后期， 他绘画中的超现实主

义风格越成熟、 越明烈。 又如， 雨果

把画面当成多种技巧与媒介的实验场。

他曾在给诗人波德莱尔的信中写道 ：

“我只是在这些画里混合用上点铅笔、

木炭、 乌贼墨、 煤粉、 炭黑， 以及各

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 才能大体

上表现出我眼中， 尤其是我心中的景

象。” 有艺术评论家认为， 雨果这样的

创作方式影响了法国现代艺术家让·杜

布菲。

对于中国心向往之 ，不
禁亲自动手创作中国风装饰
作品

“雨果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

地， 但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他

的人生之中实在太过重要。 他和他一

生的挚爱朱丽叶都深深沉醉于中国的

文化艺术。 在给朱丽叶装饰她的房子

时， 雨果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元素， 包

括瓷器、 大漆家具等等。 他把中国装

饰艺术献给了他最爱的人。” 李丹丹告

诉记者。

展览特辟的 “装饰家雨果与高城

居” 板块， 揭秘的便是雨果的 “中国

情结”。 高城居是雨果 1856 年用 《静

思集》 的稿费买下的一栋住宅， 位于

根西岛。 1864 年， 雨果又为朱丽叶在

高城居右边的 20 号买下一幢小楼 ，

取名 “高城仙境 ”。 这两处居所均由

雨果亲自装饰设计。 由于中国文化艺

术是雨果与朱丽叶共同的爱好， 在装

饰这两座爱巢的时候， 雨果投入了极

大的热情和想象力， 朱丽叶将其称为

“一首真正的中国诗”。 此次展览带来

了雨果借鉴中国元素在装饰艺术领域

探索的不少作品 ， 也带来了 “高城

居” 的 360 度全景影像以及修缮访谈

视频， 给予中国观众身临其境的立体

感受。

雨果曾在 《根西岛记事本六册 》

一书记录， 在被他称为 “码头” 的地

方———孤岛根西， 他先后 48 次购买中

国艺术品， 花费超过 3000 法郎。 他不

仅用这些中国艺术品装点居所， 更忍

不住自己动手， 以自己的艺术天赋创

作中国风装饰作品。 从中式竹质屏风、

瓷器和家具中汲取绘制人物、 花卉的

灵感， 雨果曾专为 “高城仙境” 创作

过整整一组总计 57 幅 “中国题材画”，

并以此为图案制作木刻彩绘漆板装饰

室内， 让居所洋溢着中国情调。 事实

上， 这是掺杂着雨果个人理解的中国

风 ， 既有仕女 、 凤凰 、 仙鹤 、 麒麟 、

牡丹、 兰草等东方图像语汇， 亦加入

了法兰西民族活泼风趣的一面， 展现

给人们一个变幻莫测 、 东西混搭的

“浪漫幻境”。

18 世纪欧洲曾刮起过一股轰轰烈

烈的 “中国风 ”， 引得当地一批艺术

家、 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在作品中表

现东方的异国情调， 当时洛可可风潮

的形成与之不无关联。 到了 19 世纪，

雨果对于中国的心向往之， 可以说正

是延续了这样一种流行。 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 雨果对于中国的深爱， 不仅

仅体现在倾慕她辉煌璀璨的文明， 同

样体现在对于 19 世纪下半叶她所遭受

苦难的万分同情。 1860 年， 英法联军

火烧圆明园后， 雨果曾在一封公开信

中毫不留情地将这次行为定义为 “掠

夺”， 谴责这样的强盗行径， 并公开呼

吁： “我希望有一天， 法兰西能够脱

胎换骨， 洗心革面， 将这不义之财归

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鼠胆英雄》 延续以往岳云鹏的银幕喜剧套路形象， 讲述他饰演的小人物

爱慕佟丽娅饰演的万人迷的故事。 图为影片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