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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高科技时代，大敦煌伸展翅膀，创一番宏图伟业，就是那数字

敦煌……”作为“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演艺大世界 ·全国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由茅善玉、钱思剑、凌月刚、吴争光担当主演的

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是继茅善玉凭借

该剧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以及同名实景电影获得第35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后，《敦煌女儿》首度与观众见面。

金鸡奖颁奖当晚，回到敦煌的樊锦诗收看了直播，看到《敦煌女儿》

得奖后，她和台上的茅善玉一样激动哽咽。“樊院长和我说，关于这部作

品的诸多回忆涌上了她的心头，我们第一次见面，剧组第一次去敦煌，

她都历历在目。”茅善玉对记者说道。不止一次，茅善玉将《敦煌女儿》

主角原型樊锦诗称作她创排作品的“精神支柱”。樊锦诗，从上海走出

的敦煌大学者，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她便加入敦煌文化研

究岗位，在黄沙飞扬、无水无电、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艰苦环境之下，

仍然坚守保护和研究敦煌文化的事业，成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剧

中，樊锦诗半个世纪的执着和几代敦煌人的崇高情怀得到了充分展示。

沪剧以现代戏见长。舞台上，茅善玉一口气从樊锦诗的25岁演到

80多岁，通过形体、唱腔和神态的转换，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神态、心理、

动作，用沪剧的表演方式做出新的尝试。对角色深厚的情感化作剧中

一段段动人的唱段，茅善玉亲自设计了人物唱腔，在沪剧基本曲调中增

添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融入京剧、歌剧唱法，将敦煌情怀与江南韵味融

为一体，使之更具力度和张力。

与此同时，“莫高精神”感染着《敦煌女儿》剧组的每一个人。从作

品孵化到走遍全国，《敦煌女儿》走过了11个春秋，创作团队先后八次

前往敦煌深入生活，对作品进行了三次修改调整。作品用多重叙事的

结构、磅礴的音乐、诗意的舞台、精致的多媒体视觉效果，扩大了沪剧在

全国舞台的“声量”和影响力，成为新时代沪剧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作

为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敦煌女

儿》自首演以来，在十余个地市演出近80场。

“让敦煌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让上海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回

首初心，茅善玉坦言当时的想法十分纯粹。凭借对剧种的大胆探索和

上乘的舞台综合呈现，《敦煌女儿》在各地高校演出时吸引了一批年轻

观众。青年学子不仅为故事、音乐、唱腔、舞美所吸引，剧中所蕴含的文

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自信也激发了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

层的思考。

主演茅善玉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后，
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首度与观众见面

扩大沪剧声量,唱响“莫高精神”

千年墨韵，香飘兰亭。昨天，上海歌剧院原创舞

剧《永和九年》揭开面纱。该剧全景展现“天下第一

行书”《兰亭集序》从诞生到传世的历程，向世界展示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预计明年

11月在上海首演。

《兰亭集序》全文28行、324字，每个字都蕴藏着

生命，特别是其中21个不同的“之”字，更是“书圣”

王羲之下笔时不同心境的体现。“这是一场以‘书法’

作品为载体的人文回溯与展望，同时将过去与当下

审美脉络衔接，与观众建立共鸣，展示艺术典粹的凝

练与璀璨。”总导演、舞蹈艺术家王亚彬说。

通古连今，铺展魏晋历史长卷
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公

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在会稽山

阴的兰亭雅集，他将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兰亭集

序》，书成即为中国书法界不可逾越的巅峰。《兰亭集

序》自魏晋一鸣惊人，至唐太宗视之若珍宝，到如今

真迹难寻，摹本却依然冠绝天下，历经千余年始终为

中国文学与艺术的一座高峰。2022年10月12日，

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 ·克里斯托福雷蒂在个人社交

账号上晒出其从太空拍到的中国美景，并用汉语、意

大利语、英语写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

信可乐也”，收获点赞无数。1669年前王羲之酒酣

意畅挥就的《兰亭集序》竟在21世纪冲上热搜，中国

古人对待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哲学，竟

以如此酷炫而浪漫的方式与今人、与世界产生共鸣。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的灵感就是来自这部超越

时空、跨越国界仍魅力四射的文化瑰宝。该剧将引

领当代观众穿越历史的长河：以舞为载体，传递书法

的艺术魅力、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以舞为媒介，在

《兰亭集序》跨越千余年的传奇命运中找寻古今世人

的情感共鸣。

“《兰亭集序》是魏晋璀璨文化中最耀眼的一颗

明珠，它既是魏晋风度、文人风骨的缩影，也是那个

时期审美自觉的最佳体现，更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瑰宝。”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蕾说，创排舞剧《永和九年》，正是希望以有创新、有

活力的艺术形式展现和传播传统文化之美，让这部极具江南文化特色

的上海出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以舞为媒，呈现书法艺术魅力
《兰亭集序》通篇飘逸飞扬，字字精妙，点画犹如舞蹈，如何用肢体

来展现清新优美、随性洒脱的行书？“《永和九年》通过舞者们肢体的重

塑、碰撞与对话，描绘书画之形，表达文字之意，展现文人之性。”王亚彬

告诉记者，舞剧将书法和舞蹈完美融合，“以舞画文”演绎“天下第一行

书”的传世之路。“美景、美酒、美文一气呵成，我们想要为观众呈现的是

一场‘美’的享受。”

情随墨流，舞随情动。业内人士认为，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之一，书法历来是中华民族传情达意的特殊艺术语言，是中国

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

画，无声的乐”。《兰亭集序》章法之美，正如舞者的舞姿之妙，书法笔底

如行云流水而神形兼备，用舞蹈肢体来展现最是契合。

记者了解到，在表演形式与舞蹈语汇上，《永和九年》将打破观众对

于舞剧、尤其古典题材舞蹈作品的惯性想象，通过刚柔并济、飘逸潇洒

的男子群像，尽展《兰亭集序》中的审美理想和意趣，勾画不滞于物、特

立独行的魏晋之风。舞美呈现将以唯美、浪漫为基调，运用科技手段创

造时空交融的舞台新空间，打造一场极富江南山水之美的视觉盛宴。

“《兰亭集序》开篇提及的‘永和九年’距今已1669年，它的艺术生命却

在无数摹本、拓本的辗转颠沛中越来越旺盛。我们创排《永和九年》，同

样希望它能够成为一部艺术生命力旺盛且长久的佳作，希望观众能够

从中吸收营养、收获感动。”上海歌剧院副院长、舞蹈家季萍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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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水幕的墙面，营造出竹蕉抚琴

听雨的诗意空间；竹林穹顶、竹制书架与

茶器书画，交融出古典庭院；沿着水岸阶

梯移步换景，“琴棋书画诗酒茶”藏在各

个角落……昨天起，江南书局 · 书的庭

院在奉贤区上报传悦坊对外试营业，全

新品牌“新江南读书会”系列活动同期

启动。

作为上海新华传媒转型之作，江南书

局结合对上海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的理

解，寻找挖掘独特的江南文化基因，着力

打造新型书店业态，助推传统品牌持续迭

代升级。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江利告诉记者，江南书局首店落子

奉贤，后续还将在“五个新城”陆续亮相，

让书香赋能城市建筑空间，也吸引更多读

者与自然、与江南、与传统文化不期而遇。

自然与人文融合，江南元
素点亮建筑空间

走进江南书局 ·书的庭院，门头以整

片竹林形成有韵律感的洞穴式入口，“山

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读者仿若步入《桃

花源记》中，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

意书香时光。

江南书局 ·书的庭院由国际知名建筑

设计师隈研吾担纲设计，采用将自然、文

化、建筑三者合而为一的设计理念，营造

符合书店气质、与当地特色相融合的江南

文化场景。书店占地近1500平方米，分为

上下两层，陈列图书约1.4万册。步入别

有洞天的“书的庭院”，儿童区和中央舞台

区映入眼帘，采用具有沉浸感的洞穴设

计，宛如迷宫般乐园，为小读者提供了放

松的阅读区域。

从建筑风格到图书文创，书店以江

南底蕴、海派视野构建雅致生活方式，

满足读者的多元文化诉求。书店特别设

计了“琴棋书画诗酒茶”七个小线索去

演绎江南文化。比如，进门左手边水幕

墙设有“琴”摆台，打造伯牙子期高山

流水遇知音的场景，期望读者在书店遇

到知音。一楼台阶左侧打造“诗”场

景，选用王羲之《兰亭集序》、郑板桥字

画等复制品，传递出浓郁古典意境。

“画”的场景来自仇英 《清明上河图》，

描绘明代苏州城社会生活情景。位于二

层的社区空间与咖啡吧则融合了“书”

“茶”“酒”“棋”等场景。

作为江南书局主打的读书文化活动，

昨天举办的首期“新江南读书会”上，作家

赵丽宏、汤朔梅、阅读达人陈伟畅谈阅读

之道。未来，读书会将邀请作家、艺术家、

音乐团体、文化名人举办亲子阅读、名家

讲座、新书发布、艺术展览、民间匠人手作

等活动，用江南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读

者的日常生活增添书香。

融入奉贤本土特色，文创
跨界凸显海派气质

实体书店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本土特

色，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江南书局有

不少走心细节——自有咖啡品牌与奉贤本

地土特产跨界融合，奉贤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在此亮相。漫步书店二层石壁咖啡厅，

新华书店自有品牌“磨辰光”咖啡根据奉贤

独有的生态环境与有机农产品进行本土化

调整。“一款‘啡黄腾达’，加入青村镇吴房

村品牌黄桃；另一款‘万事乳意’，融入奉贤

极具特色的鼎丰腐乳。”咖啡区域工作人员

张海兵介绍。跳、滚、爬、窜、转、旋、腾、跃、

甩……试营业现场，国家级非遗奉贤滚灯

传承人以刚柔并济的滚灯表演，为书店增

色。具有多年历史的奉贤庄行土布也在书

店空间引人驻足，由此，书店与当地传统文

化底蕴产生新互动，也凸显了海派气质。

新业态之下，江南书局配备了涵盖老

中青的工作团队，既有在奉贤各新华书店

深耕多年的“老新华人”，也有挖掘过来的

网红书店创意团队。书店也着力打造市民

文化会客厅——书店一层室内中央舞台，

是讲座与展示空间，观众错落有致坐在阶

梯上，抬头即可看到顶部竹质屋顶；二层的

社区空间未来计划承接讲座、展览、课程、

艺术等活动，邀请读者共读、共享、共成长。

深耕图书发行文化主业，新华传媒近

年来接连升级打造了1925书局、1927·鲁

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江南书局 ·书的庭院，

以及即将于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亮相

的上海首家残疾人友好书店“新华书店 ·

逆光226”非视觉文化书店等。“未来，我们

将继续主动对接市民读者精神需求，打造

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上海新华

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钮也仿说。

上海新华书店品牌升级，旗下首家江南书局亮相奉贤区上报传悦坊

在书的庭院，遇见“琴棋书画诗酒茶”

江南书局 ·书的庭院对外试营业，图为儿童阅读专区。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实习生 姜珊

谢稚柳与陈佩秋是近现代中国画史

上著名的艺术伉俪、德艺双馨的海派大

家，以卓越的艺术与学术成就被世人誉为

“当代赵管”。今年恰逢陈佩秋百年诞辰，

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壮心高华——谢

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昨天登陆程

十发美术馆。这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

谢稚柳、陈佩秋艺术大展，涵盖山水、花

鸟、人物和书法共计150余件展品。除上

海中国画院所藏作品，大多数展品首次

在上海亮相，其中既有吉林省博物院、中

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等机构的珍贵

藏品，也不乏近年拍卖场上出现的重要

作品。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美术史论家汤哲

明告诉记者，展览有意通过对比型学术展

陈，揭示两位海派大家艺术风格的重合与

不同，为大众打开认知谢稚柳与陈佩秋的

别样视角。同时，谢稚柳、陈佩秋一生的

追求与努力，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传承与

融合、包容与创新留下注解。他们的学术

与艺术，对于海派文化的发展与传扬具有

重要意义。

不约而同深入传统的宝
山，却分别汲取不一样的养分

谢稚柳与陈佩秋的习画历程并不一

致。自学成就了谢稚柳的艺术之路，青壮

年时期他主要游学寄园、投身公务，将绘

画视为爱好而非职业。陈佩秋则是国立

艺专科班出身，师从黄君璧、黄宾虹、郑午

昌、潘天寿等。他们却不约而同深入传统

的宝山，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营养。并

且，因曾供职于文管会以及从事古书画鉴

定的经历，他们也都获得了直面大量真迹

的珍贵机缘。

先说谢稚柳。他真正学画，是从明

代书画名家陈老莲开始的，称自己“少

时弄笔出章侯”，章侯即指陈老莲。此次

展览即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学习的实

证。一幅创作于1943年的《仿陈老莲居

士人物》就出自谢稚柳，画中细劲清圆

的衣纹线条深得陈老莲之韵。同年，他

的《红叶寒雀图》未提陈老莲其名，却

已然将陈老莲的花鸟精髓学了去。《仿陈

老莲书法》 则显出炉火纯青的中锋用

笔，让人不禁深信坊间流传的“谢稚柳

学陈老莲书法几能乱真”。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敦煌艺术深深

滋养了谢稚柳。1940年代初，谢稚柳曾

赴敦煌考察长达一年。晋唐时的千壁丹

青，给予谢稚柳极大的震撼。用他自己

的话说，此前所习的文人画系统与之相

比，“正如池沼与江海之不同”。敦煌归

来，谢稚柳画了大量佛像和人物，画风

全然皈依唐宋。此次展出的谢稚柳《纨

扇仕女》《南无观世音菩萨》《敦煌风

流》 等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创作于

1946年的《雪江归棹》，显然取的是宋徽

宗赵佶《雪江归棹图》之意境，也印证

彼时其山水画风转向宋人。

再看陈佩秋。从国立艺专毕业之后

的1950年代，是她临摹古画最为丰富的

时期。此次展览中绘于1951年的《临古

册页》《凝古双趣》，临王蒙、吴镇等诸家，

无不印证陈佩秋的摹古之路。直到艺术

盛年，临摹亦似她不曾荒废的日课。陈佩

秋1980年代创作的《拟八大》即为展品之

一，这一时期她颇为欣赏八大山人“以少

少许胜多多许”的意境。

有意思的是，尽管都有临古的习惯，

谢稚柳与陈佩秋的偏好其实各有千秋。

以山水画为例，北宋山水画那种千岩万

壑、高深平远的气象，决定了谢稚柳一生

山水的结构。而陈佩秋画山水，师法的是

南宋的水墨苍劲。

一同将古老精深的艺术遗
风裁为新装，又各开生面

于谢稚柳与陈佩秋而言，临古，只是

学习的手段。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他们

如何一同将古老精深的艺术遗风裁为新

装，又各开生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欣喜于谢稚

柳博采众长形成“新宣和体”，却并不知道

这种新风背后亦有陈佩秋的独特贡献。

陈佩秋常常在临古的基础上大量写生创

稿，呈现源于宋画而又不同于宋画的面

貌。谢稚柳见其清新生动，有时也曾借来

陈佩秋写生稿用以创作。

此次展览即揭示了这段有趣却鲜为

人知的往事。一幅上海中国画院藏陈佩

秋《蜀葵泳鸭》人们并不陌生，哪知吉林省

博物院藏谢稚柳《秋岸野鹜图》在构图上

以及鸭子的造型上与之十分相像。而从

此次并置展出的上海中国画院藏陈佩秋

《黄春海棠》、吉林省博物院藏谢稚柳《梨

花栖禽》与另一件陈佩秋《独照红妆》来

看，这三者也分明出自同一稿。不过尽管

构图类似，两位艺术大家依然透出笔性上

的区别。诚如与谢陈二老交往多年的梁

谷音女士曾坦言的：谢画有如“闺门旦”，

文静娟秀，清新超逸；陈画则腴润圆满、神

完气足。

日后谢稚柳与陈佩秋更是各自创出

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双双留名艺术史。

1960年代后期，谢稚柳通过研习画史上只

闻传说不见实物的徐熙落墨法，尝试将中

侧锋并用的笔墨与色彩相结合，描绘花卉

竹木，开创出全新格体。此次展出的谢稚

柳创作于1970年代的《落墨牡丹》《落墨

黄荷花》让人对这种“落墨为格，杂彩副

之”的技法有了直观的感受。谢稚柳也进

而将这种原本用于花鸟画的落墨法推演

至山水画，激扬江山佳丽。此次展出的

《林亭山色图》长卷交织着水墨与青绿，显

出笔墨与色彩的平衡，就被认为是落墨法

在山水领域取得成功的标志。而陈佩秋

则在深入传统的过程中参用印象派光色，

积墨积彩，由写入工，于1990年代创出成

熟而全新的风格，《黄橙经雨》《紫翠山溪》

《天与清香》等一众展品，无不流淌出国画

光影的魅力，并且愈发呈现出有别于谢稚

柳之作的辨识度。

谢稚柳、陈佩秋因共同的兴趣与追求

走到一起，作画也常有联手合作的兴到之

举。像是展览中的《仿渔村小雪》《云林流

风》都出自二人携手。据研究者透露，谢

稚柳、陈佩秋的合作作品技法常常颇为随

意，凡见对方所画能激发自己灵感者，便

即挥毫运墨。尤其难得的是临古之作的

合作补笔，既见二人心有灵犀，更彰显他

们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皓首究经的志趣所

在。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艺术与其学术一

起构成严丝合缝同时也相得益彰的有趣

镜像。

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谢稚柳陈佩秋艺术大展亮相上海

和而不同的“当代赵管”，留下怎样的艺术财富

茅善玉主演沪剧《敦煌女儿》昨再度与观众见面。（上海沪剧院供图）

谢稚柳《塞上马群》，1974年。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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