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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传统戏曲，闪耀着新创的光和现实的芒
传统戏曲不拘泥于程式化表现，“突破”成为关键词

从广西远道而来的 “刘三姐 ”骑着

平衡车，她的恋人唱起了摇滚乐 ，山歌

戏、音乐剧等元素令人目不暇接……在

广西戏剧院创排的彩调剧 《新刘三姐》

中，把故乡和远方、传统和现代、传承和

发展融合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

和《新刘三姐 》一样 “平衡车 ”踩得

好的不止彩调剧，在“艺起前行”优秀新

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中，全国戏曲院团

的最新创作争奇斗艳，专家眼中这批作

品反映了近两三年全国戏曲欣欣向荣

的创作面貌 ，多个剧种在 “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路指导下不停探寻

和实践，走出了各美其美的道路。

比如，现代京剧展现李大钊壮阔而

热烈的一生、现代昆剧串联起社会抗疫

群像；越剧和彩调剧的发源地虽相隔千

里，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脱贫攻坚主

题；川剧和滑稽戏则将本剧种的特色发

挥得淋漓尽致，以独有的方式刻画经典

人物……无论是全国性剧种还是地方

戏或通过创新叙事或借由视听表达释

放出积极信号：传统文化始终与时代和

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因为戏曲， 这些 “人
物”多了一重“打开方式”

陈奂生，对于不少文学迷来说这个

名字并不陌生 ，出自高晓声小说 《陈奂

生上城》， 他是历史交接期一代农民的

缩影。 常州市滑稽剧团开创性地将这个

略带沉重的角色搬上了滑稽戏《陈奂生

的吃饭问题 》的舞台 ，聚焦其在书中的

“漏斗户”这一形象，延续原著人物的性

格逻辑和特征的同时，用亦庄亦谐的表

演方式让观众 “笑中带泪 ”地体悟到农

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作为一部滑稽

戏，它高质量完成了对生活的概括和贴

合。 ”文艺评论家荣广润对记者说道。

将经典人物搬上舞台的还有由北

京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李大钊》，在

这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的剧目中，叙事方式和唱腔设计都是全

新的。 用总导演曹其敬的话来说，这是

一部“史诗京剧”，作品所采用的宏大叙

事因为空间场景的流畅串联并不显得

空泛，李大钊的英雄魅力在舞台厚重的

历史质感中得到了全面描绘。 而演出过

程中恰到好处出现的昆剧声腔也让不

少戏迷眼前一亮，全剧高潮部分李大钊

与夫人赵纫兰的一段隔空对唱以传统

的京剧二黄开始， 逐渐进入到昆腔，逢

唱必动的昆曲曲牌体为舞台注入更多

灵动性，二人间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因此

升华。

常穿一双草鞋访贫问苦 、 任职十

年间治县有方 ， 勤政廉政 ， 生于清乾

隆十一年的真实历史人物纪大奎被四

川艺术职业学院写进了新编川剧 《草

鞋县令》。 其实关于纪大奎的历史记载

并不多 ， 仅存 200 来字 ， 但团队在故

事上大胆创作 ， 环环相扣的情节将一

位令人爱戴的清官形象呈现在观众面

前 。 作为新编川剧 ， 《草鞋县令 》 中

的一招一式并非完全依据传统程式 ，

而是有机融合在情节中 ， 例如在诠释

遭遇旱灾和饥荒的村民时 ， 演员不再

使用传统川剧标准的功法走路 ， 而选

择拖着身子和脚步 ， 把人物融入到情

境中， 既保有经典川剧折子戏的韵味，

又更符合当代舞台审美。

题材与当下接轨 ，凝
结戏曲人对现实的思考

“80%都是现实题材，这是本次展演

中戏曲剧目呈现出的最大特点，并且各

有侧重 ，既有叙述革命历史的 ，也有紧

贴生活的。 ”荣广润表示。 在本次展演

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选择的便是

最接近现实的主题。 由江苏省演艺集团

昆剧院打造的现代昆剧 《眷江城 》以一

位医生故事串联社会战“疫”群像，致敬

那些勇敢而明亮的灵魂。 今春，江苏三

代昆曲人就曾录制过公益套曲 《眷江

城》，致敬抗疫一线工作者，但要用昆剧

讲述现代故事，难度便上了个台阶。 为

塑造出更立体、 更有血有肉的人物，编

剧罗周七易其稿。 《眷江城》在保留传统

的曲牌体和部分念白的同时对身段动

作进行了一定简化，在为观众带去昆曲

魅力的同时，抒发当代昆曲人的情感。

上海越剧院最新创排的越剧当代

戏《山海情深 》则是关注脱贫题材的佳

作之一。 作品大胆地在越剧中融入舞剧

元素，以西部山区某苗族苗岭寨为故事

发生地，根据一对上海援黔父女从隔膜

到互为理解的情感历程，贯穿起一群苗

家女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对

此，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表示：“越剧

向来都是从创新中汲取生命力，希望借

这部作品为剧种打开更多观众群。 ”据

介绍，《山海情深》跳脱出了一般脱贫戏

的框架，而是选择进一步关注到城市化

进程中农村经济劳动力的保护问题。

▲ 《草鞋县令》 剧照。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供图）

荨 《李大钊》 剧照。 （北京京剧院供图） ?图： 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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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获奖的理由是：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2016年，她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77岁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摘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系史上第16位女性

诺贝尔文学奖又“爆冷”了———北京

时间 10 月 8 日晚，2020 年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 77 岁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 ，瑞

典学院的颁奖理由是 “以朴素的美感使

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对不少国内读

者来说，格吕克相对小众陌生；但读过她

的诗句后 ， 你会再度燃起对诗歌的热

望———尤其身处充满不确定性的 2020

年，格吕克那极具私人气质、直面生死与

爱的诗句，恰透着别样的慰藉与暖意。

“颁给格吕克无疑是个冷门，但从某

种程度来看是诗歌的胜利、 文学的胜利，

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拉回到文学本身。 ”

诗人、翻译家王家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

到，作为匈牙利裔犹太人，格吕克并没有把

目光过多停留于身份， 更没有被这个世界

的混乱和动荡所左右， 而是坚持深入她个

人更深度的存在，专注于把全部的生命、情

感和激情凝聚在对大自然、 对生存命题的

书写中。 “她是一个有着高度定力的诗人。

语言简练，却有着出其不意的力量。 ”

从 1968 年第一本诗集出版，50 年间

格吕克已推出十余部诗集，1993 年她曾

凭诗集《野鸢尾》获普利策文学奖。 不过

直到 2016 年，她的诗集 《直到世界反映

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 》才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是， 一夜之间两部

书已告脱销，出版方正紧急加印中。

将个人体验 “剪辑 ”为诗
歌，却并不满足于写“传记”

“格吕克的诗像锥子扎人， 扎在心

上。 她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

而死亡居于核心。 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

不容置疑。 ”诗集中译者柳向阳认为，格

吕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处的把握 ，早

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 后来的作品

则通过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 导向人的

存在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安德斯·奥尔森这样形容格吕克：“她以

非凡的优雅和轻盈接近死亡的主题 ，再

一次震动了她的读者。 ”的确，在第一本

诗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

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阿勒山·登场歌》

里更是不惧直面生死：“我为一种使命而

生 ：/去见证 /那些伟大的秘密 。 /如今我

已看过/生与死 ， 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

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

诗句中反复出现的死亡主题、 极少

呈现幸福样貌的爱情……这些难免让读

者想对她的生活进行探究， 但诗人自己

并不愿诗作充当“传记”的角色，格吕克

虽擅于将个人体验“剪辑”转化为诗歌艺

术，但她努力在诗以外抹去自己的蛛丝马

迹，“把我的诗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

尽的烦扰。 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的素材，但

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

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 ”

“在她诗中的那些画面或场景，就像

是用高速摄像机录下的画面， 然后经她

重新剪辑后生成的图像组合， 它们是缓

慢的， 也是异常清晰的……她有着能把

一个貌似微不足道的瞬间转化为繁茂神

秘花园的能力， 这也是一种能把任何印

象化身为茧， 然后再让其中生命体破茧

而出羽化成蝶的能力。 ”诗人赵松评价。

当丧失感与厌食症交替
盘旋，恰是文学战胜了心魔

出生在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 格吕

克从幼年时起，在父母鼓励下坚持写作，

她自认是威廉·布莱克、叶芝、济慈和艾

略特的传人。 因童年时期姐姐不幸夭折，

“幸存者的负疚感” 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

她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她曾说过：“写作

是对轮回———不幸、丧失和痛苦的报复。 ”

高中时， 格吕克因厌食症开始接受

心理治疗，一度辍学。 离开学校后，格吕

克持续七年进行着心理分析治疗和学

习，坚持写诗歌的同时，厌食症也被治愈

了。 在诗人李少君看来，格吕克的诗歌情

感洋溢于日常生活，“平静的叙事蕴含诗

意，她的诗歌，既有抒情，也有叙事，更有

人生叹息，咏叹调一般蔓延于尘世。 ”

“从她的诗句中不难发现艾略特和

叶芝的影子。 ”柳向阳评价，格吕克虽出

生在犹太家庭，但更认同英语文学传统，

比如，第一本诗集中的《鸡蛋》：“总是在

夜里，我感觉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就是

对叶芝《茵纳斯弗利岛》的反写，第二本

诗集中《上学的孩子们》会让人想到叶芝

的《在学童中间》。

“我们只看过这世界一眼———在童

年的时候，剩下的都是回忆”。 近年来，路

易丝·格吕克语言风格逐渐向口语转化，

有铅华洗尽之感。

2016 年 ， 美国诗人路易丝·

格吕克的诗集 《直到世界反映了

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月光的合

金》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引进出版。 (?出版方供图)

?图： 冯晓瑜

上海，为创造发展新奇迹凝聚强大力量
（上接第一版）

为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形成常态长效机制，上海

扎实落实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 黄浦区外滩街道

宝兴居民区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个居委会所在

地，在今年“四史”学习教育中，市委书记李强将宝兴

居民区党总支作为自己的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为全

市各级党委（党组）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树立了工

作标杆。

从“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示范，学思

践悟、融会贯通，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更加强化党的

意识，更加彰显初心使命，更加奋力担当作为。 黄浦

江畔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四史”

热潮涌动。

务求实效，给群众获得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从历

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因此，

坚持一心为民，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际工作是衡量

学习效果的根本标尺。 把初心变为恒心，把“四史”学

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与推动国家战略任务落地落实结合起

来，与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加快民心工程实施见效结

合起来，与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结合起来， 上海全市上下更加扎实地推进各项工作，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杨浦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奋力打造“人民城市”建设样板。“工业

锈带”变“生活秀带”，杨浦滨江建设不仅要提升品

质，治理也要更加精细。 目前，杨浦滨江治理联合会

已正式建成，还将开通“人民建议征集站”。在刷新城

区形象的同时， 杨浦更看重市民生活质量。 今年 6

月，武川路 222 弄 7 幢旧住房拆除重建完成，153 户

居民“原地搬新家”，成为“留改拆”城市更新理念的

一个实践案例。 杨浦区还与上海体育学院联合推出

“社区健康师”项目，为“老中青幼”全方位人群提供

运动健康服务。

浦东新区，堪称“地球上长得最快的 90 后”，今

年三十而立。 浦东新区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四史”学习教育与纪念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结合起来， 各级党组织纷纷邀请当年参与启动浦

东开发开放的 “八百壮士” 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重温奋斗历程、 汲取前行力

量，加深对浦东“勇当标杆、敢为闯将”使命责任的认

识，从历史中找答案，从现实中找参照。

发扬传统，强化理论武装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

的物质力量。在党的诞生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

早传播地， 上海的理论工作者保持和发扬着理论探

索、理论武装的优良传统。 今年以来，上海在全国率

先开展“四史”宣讲，充分依托人才队伍优势、平台优

势，创新宣讲方式方法，发掘弘扬红色文化。

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

队， 用心用情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

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递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

力量，让大家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 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

最新教材。 坚持思想建党、推进理论强党，就要让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李

琪指出，在这次抗疫实践中，学思践悟新思想和“四史”

学习教育的成果充分体现。 “人民至上”，“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中国理

念，正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伟大的历史无不沉淀为时

代的精神，它融汇于近百年党史、70 多年新中国史、

40 多年改革开放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之中 。

“四史”学习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要把学思践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以

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并转化为推动伟

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浓浓家国情怀撑起电影的“黄金周”票房口碑双赢
（上接第一版）此外，动作片《急先锋》讲述国

际安保团队为守护世界华人安全展开跨国

营救的故事；《姜子牙》用对接世界的动画制

作技术讲了一则姜太公的故事新编。多样的

类型片从不同截面切入，既满足了观众不同

需求；从某种角度看，亦是观众在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跟随影像感受家

国魅力、为今日中国喝彩。

平凡人的视角， 勾连起
情感最大公约数

《我和我的家乡》激荡起无数人共鸣后，

总策划张一白将这部献礼片的创作秘辛和

盘托出。“这些年，中国电影始终在探索类型

片与主流价值表达的结合。”他说，相比以往

的主旋律电影多为庄重深沉的叙事风格 ，

《我和我的家乡》 能用喜剧来完成 “全面小

康”的重大主题，“根本在于每位创作者都带

着对平凡生活的热爱、 对火热时代的体悟，

完成了作品。 ”

俞白眉是西安人，拍摄“回乡之路”前，

他始终以为自己对家乡足够了解，可当他在

勘景时看到榆林一带的治沙成果时，被深深

震撼了。亲眼目睹记忆中的黄土高坡变成广

袤绿洲、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导演调用

的内心感悟其实与普通的陕西娃并无二致。

而在贵州的短片里，陈思诚坚持要把四通八

达的公路道桥航拍画面放进有限的篇幅，初

衷也是整个班底的 “感同身受”。 贵州民谚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

景象，曾是中国西南腹地、山区的普遍状态。

事实上 ，无论是 《我和我的家乡 》抑或

《一点就到家》，两部聚焦当下的电影，都采

取了平凡人视角。 影片里的农村医保、乡村

物流、电商扶贫、科技扶贫、乡村教师、治沙

造林、第一书记等，无不包含了具体的民生

话题，也都是用普通人的笑与泪，不动声色

地反映出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化。

更为不谋而合的是，两部影片都摘选了

现实中的你我他。为《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

事之间过渡的，是采自全国各地的平凡人讲

述，也有来自抖音平台“拍家乡上电影”的征

集活动。 《一点就到家》里，则“借来”了真实

的快递员，为乡村振兴、返乡创业打 call。 这

种虚实结合、流媒体与传统电影艺术形式结

合的尝试，勾连起了观众与创作者、电影与

普通人之间的情感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