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柳 青

让古老的石印技艺重新活起来

“石间印记”印刷技艺成果回顾展
集静态陈列和动态体验于一体

“石印版画”到底有多精致？《点石斋

画报》体现了怎样的照相石版印刷术？石

印技艺如何改变了人类印刷发展史？ 昨

天在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举行的石印工

坊挂牌仪式暨“石间印记”印刷技艺成果

回顾展上， 一批珍贵的馆藏石印版画精

品集中展出，活动现场石印技艺传承人与

参观者互动，直观演示石印技术的魅力。

回顾展详尽介绍了石版印刷技术的

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之旅， 分为 “石”

“间”“印”“记”四个部分。 “石”通过老照

片、老机器的展示，介绍石印技艺在中国

的本土化创新与发展；“间” 展示了石印

艺术与技艺之间的关联；“印”侧重体现古

老印刷术如何推动着文化传播和社会文

明；“记”讲述了印刷人匠心传承的故事。

梳理时间轴不难发现，13至14世纪，

中国的印刷术传到欧洲；18世纪中叶德

国人发明了石版印刷， 利用油水不相溶

原理在平面的印版上完成了复制过程；

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的费工

费时的手工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被取代，

清光绪十年前后， 正是石印技术应用成

熟之时， 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通过石印

得到复制和流传。到了清末，中国出现的

石印书局多达百余家， 以上海为中心遍

布全国。但后来因原材料的来源单一，石

印技艺曾几经失传， 慢慢淡出视线被平

版胶印所替代。

参观者在新开出的石印工坊体验

时，专家顾雪根一边演示一边介绍：当年

石印可以印彩色制品，印出的年画、招贴

画、对联等，颜色鲜亮，丰满圆润，广受欢

迎。 “古老印刷术的系统性恢复，对研究

印刷术传承发展、 弘扬时代工匠精神有

着重要意义。”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馆长

刘委告诉记者， 近年来博物馆潜心研究

搜集相关文史资料， 寻访存世不多的工

匠后人，其间得到土山湾博物馆、中国美

术学院等合作单位支持， 终于使失传近

半个世纪的古老印刷技艺得以还原恢

复。 未来， 博物馆还将专门辟出科普教

室，开发衍生文创产品，融合静态陈列和

动态演示， 以互动体验项目邀请市民感

受印刷术的神奇。

走过整整十年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

馆，在成立之初仅是一家企业的陈列室，

通过历史照片、 图书和实物展示以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上海主要出

版印刷企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况。 如

今，通过几代印刷人的努力，这间陈列室

逐渐发展成了市一级博物馆。据介绍，上

海中华印刷博物馆拥有3000余平方米室

内空间，涵盖了印刷馆、映美术馆、活字

馆、龟兹洞窟馆、石印工坊以及3500余平

方米的户外活字广场， 是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致力成为印刷藏品收藏

展示、印刷技艺收藏展示、印刷衍生品开

发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普教育场所。

■本报记者 宣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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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我被这个

故事感动了 ”“我看哭了 ”“中国的作

品太棒了 ”……近日 ，上海音乐厅管

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两部原创作

品———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春》、音

乐舞蹈剧场《水腔》分别赴韩国第 13

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 法国第 73 届

阿维尼翁戏剧节 OFF 单元展演。作品

获得海外观众、专业人士和媒体的一

致赞誉，在国际舞台彰显中国文化自

信、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作为八部国际作品之一，《繁花尽

落的青春》斩获本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

“最佳国际音乐剧”奖。 音乐剧节执行委

员长裴成爀说：“《繁花尽落的青春》题

材很符合韩国人的口味，整体效果非常

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音乐剧市

场中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水腔》亮

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时， 则获得不少法

国媒体好评。 《普罗旺斯报》 评论称：

“《水腔》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将

舞者、 歌者与音乐家汇集于一方极简

的舞台，这种展示优美而富有力量。 ”

《繁花尽落的青春》通过几个年轻

人的成长历程， 折射中国和上海上世

纪 90 年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该剧用上

海地标命名歌曲， 在串联剧情的同时

也为观众构筑一幅上海 “音乐地图”。

剧中核心事件“高考”与“离开家乡去

大城市”，是不少韩国观众青春时期同

样会经历的道路，与当地观众产生共

情连接。 为了让舞台真实再现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乡村与城市风貌，剧组还

特地用五个集装箱运输舞台道具，甚

至把一辆公交车“搬”到了大邱。

《水腔 》是一部综合多种艺术元

素的跨界作品，以湖南湘西苗族的一

种古老歌调“水腔”为载体，通过现代

人视角讲述生命轮回和自我成长。 作

品亮相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时，邀请

法国演员露西·莫雷尔用法语介绍故

事梗概， 并且增加了更多中国元素。

比如在现代舞、肢体表演和现场音乐

以外， 还在舞蹈编排中加入中国鼓、

功夫 、书法等元素 ，进一步放大作品

神圣感和舞台仪式感。

《繁花尽落的青春 》不仅展现中

国当代文化 ， 也彰显了上海城市精

神。 许多韩国观众对音乐剧呈现的上

海主题反响热烈。 而在阿维尼翁戏剧

节现场，有法国观众表示《水腔》跨越

国界和语言障碍，其中的古老吟唱和

优美舞蹈有令人落泪的力量。 阿维尼翁戏剧节 OFF 单元主席

皮埃尔·贝菲特说：“中国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戏剧语言，在不同

文化背景的舞台上彰显魅力并且被国外观众接受， 这是一件

很了不起的事情。 ”

“《繁花尽落的青春》《水腔》赴韩国和法国演出，演出结束

后有粉丝与演职人员交流， 甚至在主创回国后也有观众通过

电子邮件表达对作品的喜爱。”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叶飞表示，海外观众的热烈反馈坚定了凯迪拉克·上海音

乐厅走原创道路的信心。“我们将继续探索用世界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的原创舞台作品， 在走出去时努力让中国文化真正走

进海外观众的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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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用昂扬又温情的目光注视时代中的个人
新片《送我上青云》被形容成“暑

期档唯一一部女性主义影片”，因题材

和视角难得， 获取赞声一片， 完成从

“几乎零排片”到“三天过千万票房”的

逆袭。这部“小片”的戏剧化遭遇，提醒

人们 “女性导演、 女性题材和女性视

角”是中国电影创作中被忽视的力量，

有着需要被发现和珍惜的价值。

8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主题影展将放映张暖忻导

演的《青春祭》《北京，你早》和《沙鸥》，

重温这位“第四代”女导演的代表作，

让我们回看华语电影领域的“她们”曾

抵达的审美高度。

张暖忻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是

1981 年的 《沙鸥 》， 当时她已经 41

岁。 她病逝于 1995 年， 真正的职业

生涯只有 14年， 完成 6部作品。 她去

世时， 汪曾祺的挽联 “繁花此日成春

祭， 云水他乡梦白鸥” 里暗示了她最

重要的两部作品 《青春祭 》 和 《沙

鸥》， 也委婉典雅地道出张暖忻作品的

特点： 女性柔情的视角和超越于现实

主义的诗性表达。

投射个人激情的《沙鸥》

执导《沙鸥》前，张暖忻曾发表《谈

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在文章中，

她提出当时的中国电影语言有很明显

的局限，过分倚重“戏剧冲突”，拍出的

往往都是 “戏 ”，而不是自然的 、生动

的、呈现现实的电影。 她梳理了 1940

年代之后的欧洲电影语言的发展，从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得到启发， 认为

电影的使命是发掘生活本身的戏剧并

捕捉到平凡的细节。

《沙鸥》的创作，可以看作她把理

论付诸于现实。 电影开篇是一个近两

分钟的长镜头， 用生活流的视听语言

交代运动员所在的环境和人物动作，

传达出女排运动员青春活泼的情态。

张暖忻有意识地追求新的电影语言，

进而改变电影的质感， 这和当时整个

社会求新求变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主题影展把《沙鸥》和《女篮五号》

安排在同一天放映， 这两部影片对照

着看，信息量很大。 谢晋导演在《女篮

五号》里突出爱情主题时，叙事的着力

点仍在于女主角林小洁与女篮团队的

日常互动，她的拼搏精神，无法抽离于

集体团结友爱的氛围。而在《沙鸥》中，

张暖忻固然呈现了队长、医生 、队友 ,

以及母亲对沙鸥的影响， 但是女排团

队的氛围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导演

的目光高度专注于沙鸥个人情感的起

伏和意志的磨练。 两部影片虽然同是

以理想主义为情感结构， 但隔着风云

波动的岁月，上一辈的集体精神张扬，

转化为个人激情的投射。

张暖忻起初完全以旁观者的目

光， 欣赏运动员训练中 “惊心动魄的

美”，后来有意识地进入运动员的精神

世界，体会到“荣誉”对于运动员个体、

对普通人的重要性。在“沙鸥”的身上，

人们看到的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激情彰

显，是自我情感的苏醒和表达。

《青春祭》：从女性视角出
发的诗电影

《青春祭》是一部很罕见的从女性主

观视角出发的诗电影。 影片以女主角的

回忆为主线， 她的心理情绪成为叙事线

索， 整部影片是被女性的主观情绪带动

的。张暖忻从年轻女孩的主观视角出发，

创造出不同于真实日常的视觉体验。 镜

头总是紧紧跟着女主角的脚步， 穿过茂

密的雨林，“看” 到具有强烈情绪冲击力

的画面。片中最有情感力量的一场戏，是

女主角穿上傣裙后， 画面的色彩一瞬间

亮度加强，层次丰富起来，大全景下，蓝

天白云，青山绿树，饱含田园的惬意，这

是女孩内心风景的外化， 她的情绪从最

初的黯淡转向明媚。

张暖忻对长镜头驾轻就熟的运用，

也体现在《青春祭》里，她不轻易打断镜

头对傣族人生活状态的记录， 在视听表

达中保留着生存环境的完整性和时间的

延续性， 也就保留住山野之地纯真的生

活诗意。“伤痕叙事”之外，这部作品真正

的力量存在于丰富的自然印象中———傣

族人日出而作的生活节奏， 傣族女孩的

喧哗与骚动，风过竹林的声音，山间的流

水声，牛车缓行嘎吱嘎吱的声响，插秧时

的雨声以及丰收季人们欢庆歌舞的声

音，这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美，超越了时代

叙事。

《北京 ，你早 》：镜头宛如
显微镜伸进城市的毛细血管

张暖忻的《北京，你早》是难得保存

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生活状态和精神

形态的一部作品，在这部电影中，她自觉

自发的美学追求达到了自在自由的从容

境地。她把镜头对准城市，宛如显微镜镜

头伸进城市的毛细血管。《北京，你早》片

头的 42 秒长镜头，凝视着建设中的大都

市，既是对北京城区的环境交代，也是窥

视熙熙攘攘的“城中人”，貌似平静的城

市画面中， 各色人物潜藏着澎湃的灵魂

和骚动的内心。 张暖忻在导演阐述中写

道：“我用《北京，你早》来为影片命名，因

为这是千千万万北京市民的生活缩影，

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普通劳动者的生

活写照。 ”

《北京，你早》的戏剧性来自张暖忻

对普通人生活的细微观察， 它的真实和

力量都得益于时代背景下人的多样化和

丰富，这部电影里有棱有角、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角色， 构成了改革开放浪潮中普

通人的人性长廊。 导演在生活中发现的

人性的多层次，从细节中见到人的真实，

一切“人”的戏剧和时代气息相关。

这电影的故事概括起来是， 一个公

交车售票员执迷于经济利益， 游走在售

票员同事、司机和留学生之间。看起来每

个人都不够“体面”，但每个人的追求都

有合理性———导演以同情甚至宽容的方

式表达对这些生活态度的理解。

这正是张暖忻和她的作品值得回望

的缘故， 她曾用昂扬又温情的目光注视

着变化时代里的个人。

▲音乐剧 《繁花尽落的青春》 日前赴韩国参

加第 13 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展演， 并获得 “最佳

国际音乐剧” 奖。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供图）

荨现代舞 《流量》 剧照。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许 旸

19 世纪 80

年代初土山湾

石印车间。

（主办方供图）

▲ 《沙鸥》 剧照。

荨 《青春祭》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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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抵达的审美高度

世界舞台正在进入“中国时间”

中外舞蹈家汇聚申城研讨当代舞蹈艺术创作，不少舞者和学者们共同发现———

近日， 第六届 “培青计划” 暨首届中

国当代舞蹈双年展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开

幕。 四场主旨论坛、 十场工作坊活动， 以

及一系列展示会、 推介会陆续与舞蹈爱好

者见面， 同时还将上演七部国内优秀现代

舞作品。

此次舞蹈双年展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

注， 英国、 法国、 葡萄牙等 12 个国家和地

区的剧院节目策划人与舞蹈节艺术总监受

邀来沪观摩展演， 全面接触中国当代舞蹈

新生力量， 深入了解其创作与艺术生命力。

正如多个海外艺术机构 “掌门人” 所言 ，

在世界当代舞蹈的舞台上， “中国时间 ”

正在到来。

挖掘舞蹈 “新势力 ” ，

与世界分享中国现代舞发展
的经验与成果

1935 年， 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舞蹈个人作品发表会， 将其留日

期间学习的德国表现主义现代舞引入中

国。 这场中国现代舞的 “首演” 仅有一位

观众———一位波兰老太太。 彼时， 中国现

代舞的天地只局限在四川北路一家绸缎商

店二楼的舞蹈学校里， 谁能想到， 80 多年

后， 现代舞竟能在中国遍地开花。

近年来 ， 中国现代舞蓬勃发展 ， 涌

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舞者和具有创新性

的作品 。 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期间 ，

《从 3200 到 0》 《三十二章节 》 《一撇

一捺 》 《没有大象 》 《你好陌生 》 《我

什么都没说 》 《流量 》 等作品陆续登台

与观众见面 。 今年 ， 青年舞蹈家谢欣携

作品 《一撇一捺 》 赴欧洲开启巡演 ， 她

认为 ， 中国现代舞近几年持续进步 ， 已

经到了一个足以与世界分享的时间节点 ：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舞者在国际编舞比赛

中获奖 ， 越来越多中国舞团在欧洲巡演

接受着全场起立鼓掌和致谢 ， 甚至越来

越多国际舞者想申请来到中国舞团工

作———“属于亚洲的时间到了 ， 更是中国

的时间来了。”

此次在沪举行的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

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英国萨德勒之井

剧院、 法国夏洛宫国家剧院、 葡萄牙波尔

图市政剧院、 以色列苏珊娜·德拉尔艺术中心

等国际知名剧院的节目策划人及舞蹈节艺术总

监应邀前来。 “双年展启动 ‘北京—上海’ 双

城模式，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传播具有中国特质

的当代舞蹈作品， 让世界看到中国最优秀的舞

蹈新生力量， 了解中国当代舞蹈的创作与艺术

生命力。”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

唤醒传统文化基因 ， 用
当代舞蹈艺术讲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 越来越多舞蹈创作者把中国元

素和现代舞组合在一起， 他们扎根本土、 深

植时代、 大胆创新， 用自信的舞步阐释当代

的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青年舞蹈家王亚彬先后与孟加拉裔英国

编舞家阿库·汉姆合作双人舞 《零度》， 与中

国少林寺武僧跨界合作 《舞箴》， 与比利时

编舞家彻克奥维合作 《生长》， 其中既有中

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又有全新现代艺术的影

响， 她的艺术之路是众多中国现代舞者的缩

影。 “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身体里留下深深

痕迹， 我们只需要唤醒它。” 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研究员刘春看来， 中国舞蹈演员在学

舞过程中很早就接触到武术和戏曲， 他们的

视觉上 、 身体中 、 习惯里都留存了这种记

忆。 当舞者在自我探索的历程中， 慢慢地从

自觉发展到自省， 进而把民族民间的、 古典

传统的元素与现代艺术理念融合， 便是中国

现代舞发展的重要方向。 还有一些舞者跨界

向美术和戏剧学习， 把完全不同的艺术种类

混搭在一起， 出现了各种实验性作品， 为中

国现代舞注入了新血液。

始于 2014 年的 “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

划”， 重点培养、 扶持最具创新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青年艺术家 。 五年来 ， 从 “培青计

划” 中走出了赵梁、 费波、 谢欣、 周莉亚等

40 多位新锐青年艺术家 ， 推出了 《一撇一

捺》 《你好陌生》 等一批优秀原创作品， 涉

及传统与当代舞蹈创作、 舞蹈影像、 剧场及

空间实验等多种类型 。 其中 ， 《三十二章

节》 《我什么都没说》 等现代舞将编创者的

生活体验通过舞蹈语言表达出来， 以个体经

历折射一代人的所思所想， 呈现当下中国青

年的生存状态 ； 《y?o》 《来来舞厅 》 等则

以独特视角关注社会问题， 部分作品先后在

13 个国家的 22 个城市展示超过 200 场， 观

众人数超过 950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