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营业部

机构编码：000154310000800

许可证流水号：0256359

业务范围：车辆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及经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 06月 20日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 10层 1016-

1019单元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 10月 15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154310000 许可证流水号：025635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1998年 10月 27日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 10层 1001-

1011单元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 10月 15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机构编码：000154310000801

许可证流水号：0256357

业务范围：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船舶建造保险、保赔保险、集装箱保险、海上能
源保险、码头财产保险、海事责任保险等各类航运保险业务；海事咨询、理赔检验代理及
海事担保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4年 07月 15日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 10层 1012-

1015单元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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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提到20

世纪 80年代的中国文

学，不能不提到上海，不

能不提到华东师大 ，不

能不提到徐中玉先生。”

徐中玉先生追思会暨

《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

及研究》 新书发布会日

前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

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馆副馆长、 作家李洱撰

文提起一段往事———徐

中玉于1978年至1984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任期间， 曾作出一项

史无前例的规定： 凡是

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

的学生， 毕业论文可以

用文学作品代替， 对论

文的松绑， 使得学生的

创作热情宛如雨后春笋

一般涌现。 这引发了现

场共鸣，来自文学界、教

育界的作家和学者们缅

怀先贤、共忆师长。

由上海政法学院教

授祁志祥编纂、 众多学

人联手打造的 《徐中玉

先生传略 、 轶事及研

究》，是第一部系统叙写

徐中玉一生生活和学术

历程的传记， 也是全面

介绍其人格风范、 文艺

主张和学术贡献的专

著， 由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出版 。 2019年6月25

日，著名教育家、文艺理

论家、“大学语文之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

玉先生走完了105?的

人生。 徐中玉一生学术

作品颇丰，包括《鲁迅遗

产探索 》《古代文艺创作论 》《激流中的探

索》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贡献，莫过于由

他主编的《大学语文》。一年多以来，先生从

未远去， 后辈仍从他的风骨与风范中汲取

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徐中玉的弟子、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至

今记得，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每年都在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去探望徐老， 直至先生

住院的33年间从未间断。 “先生晚年失忆，

对去找他的人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你们找

我有事吗’，这是先生一生助人友善所形成

的习惯；另一句就是‘谢谢’，对这个世界所

有帮助过他的人道谢。 ”毛时安感慨：先生

让他知道人何以为人， 知识分子何以为知

识分子。徐老以他坚强博大的人格，为后辈

撑起了自由而广阔的精神天空。

当时， 华东师大中文系里涌现出了全

国知名的 “华东师大作家群”———孙颙、毛

时安、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以及后来

入校的格非、南帆、李洱等一批青年作家在

师长们的鼓励下脱颖而出， 在文坛崭露头

角。作家李洱称徐中玉为“大写的徐先生”。

“在文史楼三楼的大教室，我至今记得徐先

生当时的神态：清癯而慈，沧桑而坚毅。 闲

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

承音旨。 徐先生的言行，影响了很多人，进

而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李洱看来，徐中玉

的成就不仅是理论意义和书面意义上的开

拓，更将“生于忧患”“玉汝于成”的精神身

体力行地贯彻于身为教育家的一生， 并将

这种人格力量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诸

多学子。

沪上越剧“黄金一代”将集结亮相
越剧《家》、《梁山伯与祝英台》（袁范版）、连台本戏《甄嬛》及《红楼梦》（经典版）明年1?先后上演

“越剧，不过百年历史，但见证了

时代的巨大变迁。从骨子老戏《梁山伯

与祝英台》到‘网红’《甄嬛》，观众欣赏

到的不仅是经典故事， 更是当代越剧

敏锐、时尚、开放的视野与气度。”在昨

天举行的“艺起前行”系列演出活动发

布会上，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徐派嫡传

弟子钱惠丽向广大戏迷透露了一个好

消息———明年年初， 越剧艺术不同时

期的经典作品，将在申城舞台完成“穿

越时空的相聚”。

作为“越·聚黄金一代”越剧名家

名剧系列展演剧目，《家》、《梁山伯与

祝英台》（袁范版）、连台本戏《甄嬛》及

《红楼梦》（经典版） 四部大戏明年1月4

日-10日接连亮相上海大剧院大剧场 。

不仅演出剧目皆为经典， 演出阵容也堪

称豪华。 上海越剧院名家钱惠丽、 单仰

萍、章瑞虹、方亚芬、王志萍与陈颖、张咏

梅、许杰、黄慧和特邀的越剧名家赵志刚

等中生代领军人物齐齐亮相。上越的“新

晋一代”也一同献演，两代越剧表演艺术

家将在舞台上共绽放六朵梅花和23（17

人）朵白玉兰。

此次展演不仅汇聚当下上海越坛最

强大的阵容，所上演的也多是与他们舞台

生涯渊源最深、舞台艺术最精湛的剧目。

明年将献演上海越剧院的看家戏 《红楼

梦》（经典版）， 该版本忠实传承了徐玉

兰、王文娟两位宗师的菁华，由曾演绎千

余场《红楼梦》的“最佳宝黛”组合钱惠丽、

单仰萍， 与越剧新生代中的佼佼者王婉

娜、忻雅琴共同演绎。钱惠丽、单仰萍在舞

台上合作近40年，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

尽显默契。《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舞台

最经典的剧目之一，而此次亮相的是演出

相对较少的袁（雪芬）、范（瑞娟）版。 该版

本也是在1953年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

基础上的整理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主演

章瑞虹和方亚芬虽在各自舞台上塑造过

无数次梁山伯与祝英台，明年却是两人第

一次在舞台上共同演绎全本《梁祝》。

有守正继承，也有发展创新。《家》象

征着上海越剧院在越剧男女合演之路上

的不断探索。暌违十年，赵志刚将与上海

越剧院再次合作大戏。除了赵志刚，舞台

上将汇聚单仰萍、 许杰、 陈湜等首演阵

容，令人感慨之余也充满期待。《甄嬛》则

是越剧中首次尝试连台本的形式， 也是

近年来重要且成功的一次新编戏探索。

除了越剧中生代艺术家中的实力担当钱

惠丽、王志萍、陈颖、黄慧共同带来该剧

下本，李旭丹、杨婷娜、王清、史燕彬、王

柔桑、裘丹莉、陈慧迪、王婕等演员的上

本，也将以青春之风呈现丰富的流派。

专家指出，“越·聚黄金一代”越剧名

家名剧系列展演让人们看到越剧的青春

靓丽，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此次展演的

四出剧目， 记录了越剧百余年发展的多

个重要时刻。 此次系列演出将于11月18

日上午10点在上海大剧院官网及各售票

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启售票。

明年年初， 越剧艺术不同时期的经

典作品， 将在申城舞台完成 “穿越时空

的相聚”。 图为 《家》 剧照。

（上海越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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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注水”几时休
一档选秀综艺总决赛直播竟长达

7小时， 一期综艺节目要分上下集，一

组明星下豪车镜头反复播三遍……在

影视剧走向短剧快节奏、纷纷抛弃“注

水剧”的当下，这一顽疾悄然“侵入”荧

屏综艺，“注水”“催肥” 的节目令许多

观众望之生厌。 观众则以开启倍速观

看、 只追热搜短视频等方式应对不断

“虚胖”的综艺。

给综艺节目“注水”的举动，是制

播双方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

形成的默契， 牺牲的则是综艺节目的

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专家指出，在政

策和市场积极引导下， 制播双方应拧

紧综艺“水龙头”，让文化娱乐功能更

充分地融入正向价值观。

“综N代 ”与 “慢综
艺”成了重灾区

据《2020年Q2视频平台综艺观察

报告》 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综艺

“上新”总计81部，出现了《舞蹈风暴2》

《乘风破浪的姐姐》《这！就是街舞3》等

“爆款”节目。然而，当下一些热播的综

艺节目也出现了不少杂音。

最近，一档自诩“中国首档角色竞

演真人秀” 的综艺节目第二季就 “翻

车”了。针对某“流量小生型”选手的去

留问题， 身为导师的青年导演与资深

前辈公开互怼，“翻云覆雨双标论”一

时间甚嚣尘上。随即，该综艺又被曝出

选手私下向导师请客送礼的 “内幕”。

争议话题多次攀上热搜榜的同时，观

众却对所谓“高水准”“强还原”的真人

秀大失所望， 节目口碑一路走低。 其

实，层出不穷的“盘外招”只不过是节

目组的“障眼法”，企图掩盖“注水”综

艺的实质。

总体来看 ，“综N代 ”是 “注水 ”重

灾区，顶着首季高收视的光环，手握乏

善可陈的内容，拧开“水龙头”便成了

填充时长的便捷手段。 某偶像选秀综

艺第二季急剧膨胀， 体量比首季陡然

增加一倍至23期， 每期节目时长几乎

都超过了两个小时， 还被分割成上下

集。而拖延拉长的比赛进程味同嚼蜡，

对专注舞台的观众来说已成了一种煎

熬。 “注水”现象的另一多发地带是近

年走红的“慢综艺”。 一档以旅游探索

为核心的综艺，首期节目竟足不出户，

嘉宾们只是从酒店到餐厅做了两轮游

戏；其后的“一日游”城市体验被硬生

生剪成1.5期。 “慢综艺”呈现舒缓的生

活节奏，反映悠然的情绪和心态，但不

能成为“注水”稀释、拖延节奏的借口。

“注水 ” 手法花样
多，大多难逃“七宗罪”

精品综艺创作并不拘泥于篇幅，

判定“注水”的标准也与时长、集数没

有必然联系， 而应观其是否符合艺术

创作规律，作品篇幅是否服从叙事需要。

细细数来，当下综艺节目的“注水”花样

繁多，堪称“七宗罪”。

一曰，断章取义，制造话题。 有些明

星真人秀为填补“幕后故事”，通过恶意

剪辑拼凑，刻意营造嘉宾之间冲突对立，

以无休止的争吵撕扯给无聊演出增添话

题度。二曰，碎片剪辑，稀释内容。部分综

艺节目偏好将完整的嘉宾对话切成碎

片，通过后期剪辑掺入拍摄花絮，注水稀

释破坏节奏。三曰，信息冗余，同义反复。

选秀综艺导师每次抛出犀利金句， 立刻

插播多位学员类似的惊讶反应， 反复重

现的“表情包”惹人厌烦。 四曰，空降嘉

宾，稀释本体。聚焦中年女星组团出道的

热门综艺，近三个半小时的“成团夜”请

来17位毫不相干的男嘉宾， 喧宾夺主的

呈现方式让人大失所望。 五曰， 拉长战

线，拖延时长。一档偶像选秀综艺用大量

真人秀VCR强拉时长， 排名公布环节耗

费三个多小时， 甚至出现了直播观众尚

在等结果揭晓， 节目赞助商已在微博提

前“剧透”的乌龙事件。 六曰，内容单薄，

回放来凑。某新综艺最末一期号称“毕业

典礼”， 其实是请几位嘉宾坐在小教室

里，重温40分钟的往期节目剪辑回放，收

官之作顿成“烂尾”。 七曰，广告植入，用

力过猛。 节目组为了照顾赞助商的曝光

度， 从不同角度重播三回明星下车的镜

头，让嘉宾与观众同时犯了“尴尬症”。

治愈顽疾，还需用真诚
创意和精良制作回应时代

原创性匮乏、 过度娱乐化和题材同

质化等问题都是形成综艺“注水”现象的

症结。 究其根本则是文艺产品艺术属性

与商品属性之间产生了矛盾， 不同利益

主体的博弈角力使创作迷失了方向。

业内人士指出，“注水”并非难以治愈

的“绝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许

多制作机构或深耕专业领域， 或另辟蹊

径，在创新中寻找突破。 比如《舞蹈风暴》

是一台顶尖舞者“神仙打群架”的“宝藏”

综艺，每期节目100多分钟塞满“干货”，牢

牢占据同时段收视冠军。但节目组仍不断

创新制播模式，充分利用电视台与网络平

台联动资源，在App客户端和官方微博推

出精心剪辑的“纯享版”短视频。海量的拍

摄素材化繁为简地浓缩成一台节目，再化

整为零地拆分成数十个唯美的舞蹈短节

目， 既满足观众提升艺术品味的观赏需

要，又紧扣融媒体的传播规律。

专家建议，在生活观察类、选秀类、

音乐类综艺扎堆的当下， 综艺节目制作

机构应珍惜创作空间，努力开拓“银发综

艺”“新世代综艺” 等新题材， 积极探索

“竖屏综艺”“微综艺”等新样态。 创作者

更应坚守艺术追求、 职业素养和价值判

断，以贴近生活、关切现实的手法，传递

时代气息与人文关怀， 提升综艺节目的

社会责任感， 用精品回应观众对节目品

质和深度的诉求。

文化 公告

帕索里尼：电影把我对现实的热爱爆发出来了
“意大利电影大师展”中，观众难得看到了费里尼、贝托鲁奇之外的他———连续两个周末在上海影院放映的

“意大利电影大师展”中，观众能难得地

看到一个影展网罗德·西卡、 费里尼、帕

索里尼和贝托鲁奇四位不同代际且风格

差异巨大的导演。其中，帕索里尼是个特

殊的存在。

帕索里尼与费里尼因 《卡比利亚之

夜》 发生交集， 这部作品的电影语言带

着一目了然的费里尼的烙印， 而它的剧

作来自帕索里尼， 他多年后在一次访谈

里说： “《卡比利亚之夜》 是我写过的

最好的文学作品， 我写了所有底层人生

活的部分， 完成了所有的故事， 主要贡

献是写对话 。 拍成影片后有一部分损

失， 因为费里尼运用对白的方式和我的

构思存在巨大差异。 不过一个电影导演

有权决定这些。” 几年后， 当他自己成

为导演， 他与费里尼是殊途的， 他不像

他的前辈， “同时抱有讽刺和虔诚， 用

喜剧的方式看待卑微的人”。 随着 “新

现实主义” 的好时光戛然而止， 他明确

地批判： “新现实主义的力量不足以超

越以往时代的文化 ， 主观色彩偏好抒

情。” 当他以无知无畏的状态开始处女

作 《乞丐》 的拍摄， 他说： “电影是由

现实表达现实的语言， 电影把我对现实

的热爱爆发出来了。”

现实主义元素取得了
神话的效果

帕索里尼的第一部长片 《乞丐》，

被认为是“集反传统之大成”的挑衅之

作， 因为整部电影里没有用到一个常

规的正面—反打镜头， 也看不到角色

的出画和入画， 没有任何技巧性的摄

影机运动， 而是大量特写镜头下角色

的脸部和身体细节的画面。

影片会有如此朴拙的质地， 是因

为当时的帕索里尼对拍摄技术一无所

知， 当他第一次进入摄影棚开始第一

个镜头的拍摄时， 他甚至不知道摄影

机上的镜头是可以换的。 在摄影师问

他 “我们用什么镜头拍这个男孩的特

写”时，他只能回答：“我要把他的头拍

得特别大。 ”于是，摄影师给他拍摄了

一个脸部占据画面四分之三的大特

写，他看着样片有了些模糊的概念。在技

术知识方面的匮乏， 迫使帕索里尼最大

限度在拍摄现场把一切手法简单化，这

歪打正着地呼应了1960年代初的电影潮

流———当时， 经历过默片时代的老导演

如德莱叶和希区柯克， 都在呼吁把电影

表述的范式从技术狂热中解放出来。

成为导演之前，帕索里尼首先是出身

富饶家庭的年轻诗人，叛逆离乡后，他是

蜗居罗马郊外的赤贫作家， 如他所回忆，

他对影像的审美彻底地来自电影之外。他

找到电影，是为了使用这种媒介回应一切

围绕着他的现实。 当他开始制作电影时，

他所参考的画面是文艺复兴初期画家乔

托和马萨乔的壁画，在那些14世纪的作品

中，人在画面的中心，所以他在《乞丐》中

大量运用强烈自然光下的人物正面形象，

创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视觉效果。

在帕索里尼成长的农村， 虔诚的农

民们拥有一个神灵的世界。 年幼的他非

常早慧地意识到， 诗是生命之间交流日

常情景的一种手艺，神灵、诗与生存是互

为依傍的。随着他来到罗马，他进入一个

被理性制约的工业化的世界， 贫民窟里

衣衫褴褛的游民， 是一群愤世嫉俗的异

教徒， 这给帕索里尼带去的刺激和创伤

都是剧烈的， 这也是他写作并拍摄 《乞

丐》 的心理背景———他试图在现实的泥

淖中重建神灵和诗。

在《乞丐》里，帕索里尼对罗马郊区

贫民生活的检视， 明确和新现实主义的

美学拉开距离。他抛弃了传统戏剧结构，

而是剪辑处理一系列情感强烈的片段。

影片中不存在完整的场景或连贯的戏剧

动作，导演只关心每个客体、每张面孔，

镜头逼近这些赤裸的面孔，直到“他们丰

富且具有张力的面部表情中出现神性”。

帕索里尼丝毫不打算呈现“真实”的郊区

小镇，他藐视自然主义的格调，从写作到

拍摄，他始终坚定地追寻“诗”的痕迹，在

现实主义的元素中创造神话和史诗。 他

说，把客体和事物神化的风格，是他面对

现实的情感表达。

他用 “类推 ”而非 “重建 ”

的方式，一次次在古代和现代
之间摆渡

帕索里尼在《乞丐》确立了他的创作调

性：在即便是最单调、陈腐的事物中，发掘

它们神秘乃至神圣的一面。 他认为，《马太

福音》是他在创作中抵达的神话最高境界。

虽然同样追求“神话”的境界，《马太

福音》和《乞丐》在影像风格上的差异是明

显的，在一定程度上，两部影片恰好是相

悖的。 帕索里尼解释，面对《乞丐》的现实

主义元素，他追求宗教风格，是一种可行

的审美修辞；而面对《马太福音》这样一个

本身就很神圣的题材，文艺复兴早期的壁

画风格就显得画蛇添足，有些滑稽了。

确切说， 帕索里尼抗拒拍一部常规

的传记片， 他对史实不感兴趣，“如果强

求真实地再现主角本来面目， 那将是一

部没有意义的传记。”他把创作的重点转

向“主角及其故事的流传史”，在两千年

的时间线中，检视这个故事演绎的痕迹，

角色的神秘和神性正是在流变中逐渐沉

淀的。 所以，“是准确复刻两千年前的巴

勒斯坦，还是把它描绘成接近现状？我选

择后者。 ”帕索里尼在巴勒斯坦堪景后，

决定回到意大利南方拍摄，他用“类推”

而非“重建”的方式选定拍摄的外景地，

一次次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摆渡。

当然，导演没有抛弃历史文献，只是

按照现代人的形象重构了《马太福音》，也

试图找到凌驾于时间的寓言视角，创造一

种能同时面对过去和此刻、并融入未来想

象的叙述。 几年后，帕索里尼在一次访谈

里说到：“影片里的基督带有我个人的痕

迹，他身上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他不坏，

只是充满矛盾。 ”那是1968-1969年间，帕

索里尼尚未开始拍摄 《十日谈》《坎特伯

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距离惊世骇

俗的《索多玛的120天》还有五年，但他已

经意识到自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世界

里是痛心的局外人， 他对采访他的人说

出：“我用电影创作的寓言是散文而非说

教，在我的作品里，挑衅是次要的。 我发

表了自己的心声，然后闭嘴。 ”

专家建议 ，

在生活观察类 、

选秀类、 音乐类

综 艺 扎 堆 的 当

下， 综艺节目制

作机构应珍惜创

作空间， 以贴近

生活、 关切现实

的手法， 提升节

目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用精品回应

观众对节目品质

和深度的诉求 。

图为《这！就是街

舞3》?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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