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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三五”百部精品冲刺
沪上文艺院团已行动起来

“学馆制”让昆曲与剧目建设相结合，“双轨制”为中国芭蕾走出去铺路

在日前举行的 2016 年度市级国

有文艺院团 “一团一策” 考核场上，
记者看到 ， 整整 8 个小时 ， 18 家市

级国有院团掌门人轮番上前汇报。 如

果说填写演出收入、 场次的硬指标还

只是标准卷答题， 那么 “自己讲， 同

行评， 专家点” 的现场 “答辩”， 更

见真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的出

台， 使我国文艺界展现出新的面貌新

的气象。 上海把 “贯彻文艺工作座谈

会精神， 繁荣上海文艺创作” 列为市

委重点工作之一， 以 18 家市属国有

文艺院团 “一 团 一 策 ” 改 革 为 突 破

口 ， 激励创作 、 多 出 精 品 、 多 出 人

才 。 2015 年下半年 ， 院团改革全面

启动， 至今， 18 家院团在剧目创作、
演出场次、 演出收入和观众人数等方

面均有明显改 善 和 提 升 。 “一 团 一

策” 改革成效显著， 得到业内外的充

分肯定。
记者发现， 这一年间， 各院团通

过 “一团一策”有的放矢地抓创作、育
人才、增演出成果不少。 “去年我们完

成了 4 部大型原创作品， 其中包括吕

其明和陈新光 共 同 创 作 的 交 响 组 曲

《使命》， 也有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关于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主题委约

作品《起点》。”上海爱乐乐团常务副团

长孙红介绍说，“交响民族化” 的创作

道路，赢得同行和专家们纷纷点赞。
这样繁荣的创作景象并非爱乐一

团所有。 “十三五”期间，上海要在文

学、影视、舞台艺术、美术、群众文艺、
网络文艺六大领域创作完成 “百部精

品”， 努力实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攀登这样的

艺术高峰，18 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已

经行动起来，在 2016 年度，新创 （含

改编） 大型剧目达 71 部。

“学馆制”让汤翁的“临
川四梦”重现舞台

去年是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上

海昆剧团首次将汤翁代表作 “临川四

梦 ” 完整搬上舞台 ， 布拉格之 春 音 乐

节、 国家大剧院、 广州大剧院， 所到之

处均是一票难求， 也使得上海昆剧团的

演出总收入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背 后 的 秘 诀 是 什 么 ？ 专 家 认 为 ，

“临川四梦” 的巡演盛况绝不只是赶上

时机， 找准了发力点更需要作品和人才

储备的支撑。 如何让 4 部戏的排演连轴

转起来？ 可以说， “一团一策” 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
上海昆剧团 的 这 一 策 便 是 “学 馆

制”，邀请“昆大班”老艺术家对进团不到

一年的“昆五班”90 后演员进行“活态传

承 ”。 3 年 100 出折子戏 6 台大戏还不

够，《南柯梦记》 这出新戏也交给青年演

员卫立和蒋珂挑梁，与其他“三梦”主演

的老艺术家、师兄师姐同台竞艺。此举看

似冒险，背后却有老艺术家蔡正仁、张洵

澎对他们的“魔鬼训练”。 张洵澎说：“俞
振飞、 言慧珠老师也只教了其中的几折

给我们，这一次演大戏，我们自己想透了

嚼烂了，再一点点喂给孩子们。 ”老师下

了苦功，学生自然也不敢放松。传承课不

停，日常演出不断，大戏的排练又压在身

上，最难熬的时候，卫立练吐了。 蔡正仁

心软了，和团长谷好好商量着“停一停”，
谷好好心一横：“累过哭过吐过， 一个人

就结实了。 ”
青年演员结实了， “临川四梦” 巡

演暂告一段落， 上昆在这位刀马旦出身

的团长带领下， 节奏不放松。 考核现场

谷好好说： “《红楼别梦》 和 《琵琶记》
计划在今年创排， 《琵琶记》 已完成剧

本……” 剧作家罗怀臻听完谷好好的陈

述， 不无感慨地说： “‘临川四梦’ 在

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的演出把握时机发

力 ‘刚刚好’ 的结果， 可不一定每年

都是刚刚好，如何把‘刚刚好’变成常

态？ 人才有传承， 从昆大班传到昆三

班、昆五班。 ”
京 昆 大 师 俞 振 飞 曾 用 “日 取 其

半” 来形容昆曲传承的式微， 意思是

每一代人都在以减少一半的频率在丢

失昆曲的传统 剧 目 。 可 以 说 ， 通 过

“学馆制” 完成的不仅是人才梯队的

建设， 更让剧目传承 “拷贝不走样”。

“双轨制 ”让中国芭蕾
欧美舞台频频起舞

去年是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
上海芭蕾舞团用一出 《哈姆雷特》 为

“新家”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献上 “乔

迁贺礼 ”。 这部作品是上芭老 朋 友 ，
英国编导德里克·迪恩为上海芭蕾舞

团吴虎生、范晓枫、戚冰雪三位演员量

身打造的，豪华版《天鹅湖》同样出自

他手。原来，长期的合作让他对上芭的

几位演员再熟悉不过，在他眼中，个性

内敛的吴虎生、 外表冷艳的范晓枫和

天真烂漫的戚冰雪， 正对应着哈姆雷

特、 王后和奥菲莉娅三个人物。
越来越多像迪恩一样的海外优秀

编导因上海芭 蕾 舞 团 实 行 的 “双 轨

制”，而与上芭有了更深的缘分。 另一

位驻团德裔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同

样高产 ，两年的合作里推出 《简·爱 》
《长恨歌 》《春之祭 》《路德维希二世 》
等一系列大小作品。 所谓“双轨”，即

把国外优秀人才“引进来”，打造上芭

出品的优质剧 目 ， 将 本 团 明 星 舞 者

“送出去”，通过在国际一流芭蕾舞团

的交流，拓宽国际视野。
比起其他院团数百场甚至数千场

的演出， 上海芭蕾舞团 108 场的数字

并不起眼 。 可 是 团 长 辛 丽 丽 特 别 解

释 ： “芭蕾舞演 出 通 常 都 是 团 队 出

征， 很难拆分成小分队分散作战， 可

以说 108 场已经趋近饱和。” 与会专

家、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

安特别指出： “这 108 场中有三分之

一竟然都是海外演出， 足见其演出的

含 金 量 。 ” “本 团 明 星+海 外 编 导 ”
组合， 先后在荷兰、 加拿大、 波兰等

地演出， “双轨制” 舞步给超过 6 万

的海外观众留下无数惊叹号。

讲述国粹通往世界之路

《走向世界的中国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纪录片播出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与许多中

国文艺作品不同，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 从一开始就自信跋涉在了

通往世界的征途上———它在美国首映，
在法国 、 英国 、 日本 进 驻 主 流 文 化 殿

堂， 它不仅获得过世界 3D 电影最高奖

“金卢米埃尔” 的诸多奖项， 其拷贝还

被哈佛等美国高校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收

藏。 京剧 《霸王别姬》 遇上后工业时代

的视听再造， 这出最早由杨小楼、 尚小

云在近百年前首演的中国经典， 是如何

在西方世界俘获人心的？
日前， 纪录片 《走向世界的中国京

剧电影———〈霸王别姬〉》 播出， 观众从

该片对话世界的过程中找出答案———或

许， 西方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更钟爱京剧

艺术， 而我们的艺术家， 有理由比现实

中走得更大胆一些， 与现代科技结合得

更紧密些。
3D 全 景 声 京 剧 电 影 《霸 王 别 姬 》

的全球首映在美国 ， 它 在 奥 斯 卡 颁 奖

礼的举办地杜比剧院 迎 接 当 地 苛 刻 的

影评人； 它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赴法国

巴黎参与了纪念世界电影诞辰 120 周年

的庆典 ， 而巴黎就是 世 界 电 影 的 发 源

地； 它还是东京国际电影节 “中国艺术

电影周” 的开幕影片， 获得了日本东京

国际电影节主席椎名保竭力推荐； 而在

英国本土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00 周年的

系列活动中， 它同样受邀带去中国的国

粹 。 从 中 国 到 日 本 ， 从 美 国 到 欧 洲 ，
从英文版到法文版、 日文版， 3D 全景

声京剧电影 《霸王别 姬 》 获 得 了 特 殊

的成功。
纪录 片 中 ， 国 际 先 进 影 像 协 会 主

席吉姆·查宾、著名电影人卢燕、美国杜

比实验室执行副总裁安迪·谢尔曼等近

30 位中外嘉宾， 谈到了为何该片能获

得 海 外 学 术 界 和 文 化 机 构 的 关 注 和

肯 定 。 吉 姆 说 ： “中 国 的 京 剧 艺 术 很

久 以 前 就 让 美 国 倾 倒 过 ， 而 80 多 年

后 ，当现代化的立体 3D 影像与全景声

技 术 ， 把 过 去 因 距 离 感 而错失的细节

全部放大到眼前 、 耳 边 ， 喜 爱 京 剧 的

美国观众很容易对遥 远 东 方 的 经 典 产

生共鸣。”
吉姆提到的往事发生在 1930 年 2

月 8 日， 纽约一家报纸上出现标题 《受
五万万人欢迎 的 大 艺 术 家 梅 兰 芳 来 纽

约了》。 当时的美国人仿佛一夜间就接

受了梅兰芳与他的表 演 。 中 国 艺 术 家

在 纽 约 走 红 ， 两 周 的 戏 票 3 天 售 罄 ，
还加演一周 。 随后半 年 里 ， 梅 派 旋 风

席卷西雅图 、 芝加哥 、 旧 金 山 等 多 座

城市 。 那次梅兰芳演 出 的 剧 目 里 就 有

《霸王别姬》。 80 多年前的美国人对京

剧一见钟情 ， 完全是 为 中 国 艺 术 的 魅

力所折服 ， 而现在挑 剔 的 美 国 影 评 人

再度盛赞中国京剧， 吉姆说： “就如同

奥运会上那些技术打分项目， 需要技术

和艺术完美结合， 而 《霸王别姬》 这部

电影做到了。”

2016年市级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考核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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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瑞典藏书家缘何钟情西文汉学书

罗闻达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最后一批工具书抵沪

近日， 总计 3871 种 4356 册西文汉

学工具书从罗闻达在泰国的寓所运抵上

海。 至此， 这位瑞典藏书家生前立下遗

嘱要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 5000 多册中

国学图书已全部到沪。 而早在 2010 年

底 ， 上海图书馆还曾整体引进 了 他 珍

藏的 1477 年到 1877 年间的 1551 种西

方汉学著作及手稿， 这批藏书被业内人

士誉为 “西方图书界有可能出让的最佳

收藏”。
一位瑞典藏书家为何会钟情收藏西

文汉学书？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主任黄显功透露， 上世纪 70 年代， 罗

闻达就对早期的中国游记和知名植物学

家林奈经由东印度公司船只派到中国的

博物学家的著作感兴趣， 但使他真正转

向对中国的兴趣， 是上世纪 80 年代出

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孟德卫的 《神奇的土

地》 一书。 该书描写传教士在中国的生

活和经历 ， 罗闻达感觉发现了 “新 大

陆”， 原来古代中国的影响力比日本还

要大。 彼时， 正处日本古籍买卖的黄金

年代， 世界各地的书商蜂拥而来， 日本

书被越炒越贵。 藏书界的跟风现象让罗

闻达开始意识到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藏

书世界， 必须系统性地、 像盖房子一样

地建造起书与书之间的关联。 罗闻达当

时的资金也有限， 这时又正好发现很多

中国书可以低价搜集。 他没料到的是，
越收越有乐趣 ， 慢慢地变成了 一 种 爱

好。 于是， 他全心全意投注在西方汉学

著作上， 一迷就是近 30 年。
事实上， 罗闻达是一个与中国有着

不解之缘的人。 在斯德哥尔摩， 与罗闻

达同住一幢楼的教授娶的是中国太太，
她经常做中国菜款待罗闻达一家。 潜移

默化，罗闻达爱上了中国美食，每一次来

上海，兜里都揣着一家湘菜馆的地址，可
以接连好几天只去这一家饭店。 受他的

影响， 女儿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

文， 还曾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领事馆工

作。 而他的中文名字也是中国科学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琦帮他取的。
据韩琦回忆，他与罗闻达在 2005 年

11 月相识。 当时因参观国内一家拍卖公

司的预展，去和老朋友艾思仁、冯德保见

面。他们相邀中午一起聚餐，那日却是素

昧平生的罗闻达做东。那次见面，韩琦见

到了罗闻达个人收藏的西文中国书目的

手稿。“惊鸿一瞥，已觉收藏之富，惊喜无

限。 ”韩琦这样形容当时的兴奋。 两人谈

话十分投机， 罗闻达约韩琦为即将出版

的目录写一导言。2008 年，罗闻达花费 3
年时间编辑整理的藏书目录 《从西文印

本书籍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

汉学发展》正式出版，皇皇两大巨册，包

罗了从 1477 年至 1877 年之间的一千余

种西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此序中，韩琦

给他取了中文名“罗闻达”，寓意有二：一
是此名和他的姓的发音十分相近； 二是

和他的秉性十分贴合，博学多闻，开朗达

观，豁达大度。
2010 年 ， 在韩琦和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等学者的牵线

搭桥下， 上海图书馆成功引进了该目录

中出现的 1551 种 “罗氏藏书”。 而在首

批 “罗 氏 藏 书 ” 入 藏 上 海 一 年 后 的

2011 年 10 月 30 日， 罗闻达立下遗嘱，
去世后将存放于泰国住所的所有藏书作

为遗产悉数赠予上海图书馆 。 对 于 此

举， 罗闻达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中国能让真正愿意研究这批书的人

读到， 是这些书最好的归宿。”

经典作品还原维也纳全盛时期风采
2017年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年昨晚开幕

昨晚， 维也纳爱乐各声部首席和

优秀演奏家组成的维也纳演奏家音乐

团体首次亮相沪上， 在上海大剧院演

绎一场施特劳斯家族“贺岁”曲目音乐

会，拉开了“走进大剧院———汉唐文化

国际音乐年”第四个演出年度的序幕。
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演奏家音乐

团体，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

琴 家 莱 纳·库 赫 尔 创 立 于 1985 年 ，9
位成员都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声部首

席演奏家及优秀演奏者。 乐团编制不

仅包括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和低音提

琴，还有长笛、圆号与单簧管，保留了交响

乐团中最基本的乐器配置， 极大地丰富了

声响效果与音乐色彩， 也能更游刃有余地

表现维也纳之声。
1999 年起，“维也纳演奏家”的成员们

不仅担纲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也

作为独立小乐队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

楼“勃拉姆斯厅”举办新年音乐会。 昨晚的

音乐会上， 乐团以奥地利作曲家弗兰兹·
冯·苏佩的《维也纳的早晨、中午与夜晚》序
曲开场。 除了经典的施特劳斯家族波尔卡

和圆舞曲， 音乐会还呈现了约瑟夫·兰纳

《生命的闹钟》、卡尔·迈克尔·齐雷尔《安
详的夜圆舞曲》 等多位著名奥地利作曲

家的作品，还原当时维也纳的风采。汉唐

文化的负责人说，这样的曲目安排，是为

了让观众获得对奥地利音乐最直观的感

受，通过音乐会对一种乐器、一段历史或

一种音乐风格形成更完整和持 续 的 认

识，更好地传播古典音乐艺术。
记者了解到，2017 年汉唐文化国际

音乐年将选取不同主题， 呈现系列音乐

会和相关活动， 例如萨尔茨堡艺术节青

年歌唱家项目巡演音乐会， 巴洛克主题

月、青年艺术家演出系列等。

由维也纳

爱乐各声部首

席和优秀演奏

家组成的维也

纳演奏家音乐

团体首次亮相

沪上。
（主办方供图）

以 “学 馆 制 ”
为 依 托 的 活 态 传

承， 不仅完成青年

人 才 队 伍 的 建 设 ，
而且抢救了濒临失

传的传统剧目。 图

为上海昆剧团老艺

术 家 蔡 正 仁 （中 ）
为青年演员传戏。
（上海昆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