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瓶仅 需 元

洋葱干红 新年特惠

“洋葱泡红酒”近年来逐渐为
人所知，包括北京卫视《养生堂》
在内的诸多节目都有推荐。 可很
多人在家泡制时， 会遇到许许多
多的问题， 例如掌握不好泡制的
比例，缺乏专业的灭菌条件，又没
有科学的发酵技术……所以十有
八九泡不好， 到头来反倒浪费了
几瓶上好的红酒。

斯普瑞酒业十年研制， 倾情
推出无糖型洋葱干红。 每一滴都
产于长白山麓黄金北纬 41°，精选
长白山山葡萄、东北洋葱，特别添
加薤白、人参等名贵材料，营养价
值再次升级，口感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 每天坚持
喝一点，谁喝谁惊喜！

好消息!洋葱干红，新年特惠！
原价 476 元，4 瓶无糖型洋葱干

红现在仅需 99 元！ 无论自己喝还
是礼赠亲友，都是上佳之选，抢购
热线：400-710-2867。

读者悉知： 洋葱干红特惠礼
包由厂家直供， 去掉市场加价环
节，完全让利给广大读者。 全国限
量发售仅
500 组，先
到 先 得 ，
售 完 即
止！ （厂家
承 诺 ： 正
规 发 票 ，
货 到 付
款， 破损
包赔）

都说三高很可怕，《养生堂》专家推荐食疗良方———“洋葱泡红酒”

抢购
热线：

新年特惠！ 机会不容错过！

南京优品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村上春树时隔4年再推长篇小说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 日本新

潮社日前 在 其 官 网 上 披 露 了 作 家 村 上

春 树 最 新 长 篇 小 说 的 书 名 和 出 版 日

期 ， 两 卷 本 长 篇 小 说 名 字 为 《骑士 团

长杀人事件》， 日文版出版日期为 2 月

24 日。
新潮社并未披露小说内容信息， 小

说上卷命名为 “念头显露篇”， 下卷命

名为 “隐喻改变篇”。 《骑士团长杀人

事件》 的问世颇使读者好奇： 这位坚持

写作近 40 年 ， 拥 有 超 过 50 种 不 同 译

本， 至今仍继续默默履行自己小说家使

命的作家， 在年近古稀之时将会带给读

者怎样的惊喜?

2016 年市级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考核思考（下）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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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院团在国际视野下激发潜能
各领域专家精确问诊18家国有院团文艺特色定位、演出策划、经营管理等问题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正式运营， 美

琪大戏院重新开门迎客， 大世界今年

3 月将再度归来， 更多重量级剧院群

落在火热建设中……申城上百个剧场

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展示

平台， 也吸引着海内外一流院团、 剧

目纷至沓来。
要在 2020 年实现 “基本建成国

际文化大都市” 的既定目标， 有了一

流的剧院， 也要有一流的艺术团体。
开放的国际视野下， 提升上海国有院

团的竞争力， 不仅考验院团的作品创

作创新能力， 更与院团特色定位、 演

出策划、 经营管理等息息相关。 2016
年度市级国有文艺院团 “一团一策”
考核中， 艺术创作、 经营、 管理等各

方专家为 18 家院团问诊开方。
虽说是同场集中“会诊”，但在“一

团一策”背景下，各自目标不同：发展

速度放缓的补短板、寻定位；传统艺术

院团则要鼓励青年人才练胆量， 为整

体创新试水； 进入成熟期的院团则要

有长期规划和整体布局的眼光。

量化数字藏玄机 ，“场
团合一”算好运营账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是压轴的

“答辩人”， 不过还没等她陈述， 记者

就在上半场听到大家的议论， 今年上

海交响乐团在考核中拿下两个第一：
第一个 “第一” 是 12 家事业单位院

团 中 经 费 自 给 率 最 高———37.65% ，
说明其运营已进入良性发展； 另一个

“第一”则是单场演出平均收入最高———
23 万元， 要知道去年该团演出 187 场，
其中还有 54 场进校园、下基层的公益性

演出，不难看出“场团合一”背景下，搬进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个“新家”后，乐

团所激发出的发展潜力。
“单场演出平均收入” 也是上海大

剧院艺术中心总裁张鸣特别提醒各院团

注意的数字， 即用 《年度考核表》 中总

演出收入除以演出场次所得。 虽然没有

直接纳入考核标准， 却能解读出不少信

息。 她说： “这个数据反映两个情况，
一个是院团演出的含金量， 一个是院团

的运营能力。” 怎么说？ 她进一步解释，
单场平均收入高， 一定程度上说明院团

聚焦主营业务， 大型整剧亮相大剧场的

场次多。 另外， 演出收入也直接挂钩剧

团的运营团队能力， 不是单个演出项目

做得好， 而是一整年都能保持比较高的

营销推广能力。
这也是“一团一策”的意义所在———

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各艺术院团个性发

展。 比如评弹演出进书场多，两个人拼

一档就能跑码头，一场演出少则数十位

观众多不过百余人，门票只有几元的茶

水费 ，演出总收入未必亮眼 ，然而演出

场次达到 4678 场。 专家指出，如何在服

务基层社区观众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

观众群，引导和提升观众欣赏水平，这是

评弹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样是演出收入和场次， 上海音乐

学院艺术管理系系主任林宏鸣注意到的

则是部分院团场次下降但收入上涨的情

况， 在他看来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国有院团就是要拼地位、 拼影响力。”
他特别提醒搬入浦东陆家嘴 “新家” 的

上海轻音乐团团长褚保杰： “红利， 如

果不发挥应有效果， 会被埋没。”

长期规划 “演出季”，“制
作人制”倒逼创新

去年 3 月， 钢琴家、 指挥家许忠接

过上海歌剧院的 “英雄帖”， 成为首位

聘任制院长， 任职不到一年， 这一次院

团 “大考”， 他与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

范建萍一起坐在 “赶考席”。
多年在海外剧院的工作经验， 让许

忠带来了更具有全球视野的演出模式。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过去歌剧

院既有的歌剧舞蹈季基础上， 再推出交

响合唱季。从日前公布的 2017 年歌剧舞

蹈季菜单看，多达 12 位海外一流创演人

员的加入，令人期待。
歌剧作为 “音乐皇冠上的明 珠 ”，

被赋予很多期待。 仅仅有一整年的规划

还不够， 专家希望上海歌剧院以 3 年为

一个发展节点， 进行长远的布局。 上海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文国说： “歌剧体

现着城市艺术的最高水准， 所以上海歌

剧院要找准自己的主战场和突破点， 民

族歌剧的发展任重道远。”
如果说 “演出季” 是院团的长期战

略， 那么 “制作人制” 则是充分调动院

团青年人才积极性， 以单个项目投石问

路， 鼓励年轻人 “练胆量”， 倒逼院团

发展创新。 考核现场不少专家特别注意

到上海京剧院首个 “制作人制 ” 项 目

“大圣来也” 郑派大圣戏展演。
去年是猴年，“大圣戏” 着实火了一

把。 6 场演出平均每场票房逾 10 万元的

成绩，远远超出一般的传统戏曲演出。上

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坦言， 过去制作人

大多由院团领导担任， 这一次京剧院首

次起用院内制作团队， 由主演严庆谷担

任制作人的试水项目， 在院内招募一个

集营销、制作、演出等功能于一体的小团

队。 除了“队长”严庆谷是 70 后，其余人

都是 80 后，每一次头脑风暴，都能产生

不少创意，光是衍生品，就有笔记本、交

通卡套、环保袋等好几种。团队还请了

外援拍摄主题微电影， 网络点击量竟

然超过 6000 万， 不逊于一部网络剧。
而严庆谷这一年更是没闲着， 舞台上

演戏、练功房里导戏、票房里监测出票

率、校园里做普及，可以说“制作人制”
调动的不只是年轻人的积极性， 也充

分释放出传统戏的当代活力。

“浦江流芳”海派花鸟画展揭幕

今起于上海市文联展厅揭幕的 “浦
江 流 芳 ” ———海 上 花 鸟 五 家 流 派 展 ，
展出龚继先 、 唐逸览 、 陈世中 、 应 鹤

光 、 徐立铨五位海派花鸟画家 别 开 生

面的花鸟画。
花鸟画兴盛于五代两宋。 元代随着

文人画的兴起， 逐渐强调写意精神， 不

求形似而求神似。 明清时期， 从沈周、
唐寅到徐渭、 陈淳， 再到扬州八怪， 写

意花鸟成为雅俗共赏的绘画门类。 在上

海 ， 写意花鸟画也有着深厚的 历 史 传

统， 赵之谦、 虚谷、 任伯年和吴昌硕等

海派大家都曾以各自代表性的画风， 对

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老一

辈画家中， 唐云、 江寒汀、 张大壮、 陆

仰非四位画家曾被誉为海上花鸟 “四大

名旦”。
正宗的流派传承在此次联袂办展的

龚继先、 唐逸览、 陈世中、 应鹤光、 徐

立铨这五位画家的花鸟画创作中历历可

见： 龚继先随李苦禅等艺术大师学习花

鸟画； 唐逸览从小深受其父唐云的艺术

熏陶； 陈世中是江寒汀的高徒； 应鹤光

拜入岭南画派黄幻吾门下； 徐立铨师承

吴昌硕再传弟子董芷林研习吴派艺术。

尽管传统是这五位画家取之不竭的

艺术养分， 他们却没有站在传统的基石

上固步自封。 龚继先的大写意风格， 秉

承的不仅仅是李苦禅一派北方大写意的

格局， 其自北京南下上海的经历， 让其

画风兼容南北， 显出融会贯通的胸襟。
他的画面看似跌宕险峻， 实则笔墨运用

内敛温润， 讲究法度， 更从书法中寻求

张弛有序的韵律感。 唐逸览创造性地将

传统绘画与现代工艺审美相结合， 以清

丽洒脱的笔墨续写着花鸟画的新篇章。
陈世中牢记老师 “不希望学生的作品太

像自己 ” 的教导 ， 从生活中寻 找 突 破

口。 他莳花养鸟， 日夜观察它们鲜活的

生存形态， 让烂熟于心的百花百鸟在纸

上随心而现， 在传统基础之上融入现代

审美趣味 。 应鹤光 的 花 鸟 ， 一 方 面 博

采众长 ， 另一方面师法自然 ， 坚 持 深

入生活 ， 认真采风写生 ， 积累 大 量 素

材。 他的画面呈现出野逸清秀的诗境，
观赏性颇强 。 徐立铨 力 图 从章法 、 气

韵、 用笔、 色彩中去寻找自己的审美语

境。 他曾深入内蒙古巴颜淖尔盟观察不

同时节的葵园， 感受世界万物的生生不

息， 也曾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观

察南国的木棉， 感受木棉的热烈壮美、
铮铮傲骨。

■本报记者 范昕

文化 广告

星期广播音乐会
新春专场将推出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作为 2017 世

界广播日的主题系列活动， 由著名指挥

家陈燮阳执棒， 上海爱乐乐团担任演奏

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新春专场演出将于

2 月 13 日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

2 月 13 日定为 “世界广播日”。 在这一

天， 世界各地的民众会组织各类纪念庆

祝活动， 为使广播成为更好的信息传递

者和文化联结者 而 共 同 努 力 。 2 月 13
日，世界广播日主题活动将在上海举办，
这是该项盛会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

作为“世界广播日”的重头戏，主办

方精心安排了音乐会曲目， 以 “中西结

合”为原则，将中国民乐与管弦乐有机融

合。 其中，旅法捷克作曲家克里斯托夫·
马拉特卡创作的《上海》时隔 10 年将再

次奏响。 事实上，这部作品与“星期广播

音乐会” 的主办方经典 947 频率颇有渊

源。经典 947 频率总监沈舒强告诉记者，
2006 年 ，该频率承接了 “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系列项目，其中一项活动叫“外

国作曲家写上海”。 当年，该活动邀请了

8 位外国作曲家到中国采风、作曲，其创

作的作品于第二年在上海大剧院现场接

受 1000 多名听众的评选。 最终，克里斯

托夫·马拉特卡创作的《上海》荣膺第一。
他精心研究了中 国 乐 器 和 民 间 音 乐 元

素， 把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与中国音乐

元素相结合， 从一个外国音乐家的视角

来展示中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上

海民族乐团唢呐演奏家胡晨韵将担纲唢

呐独奏。
除此之外， 本次新春音乐会的曲目

还包括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大型管弦乐

组曲《炎黄风情》中的两组———《云岭素

描》《江南雨丝》。“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
第一是要好听， 第二是要让外国人听得

懂。”沈舒强说，“云南民间音乐中的经典

有 《小河淌水 》，江南民间音乐有 《紫 竹

调》。选择这些民歌经典改编而成的管弦

乐作品， 是希望向世界展现有中国特色

的音乐，让外国人能听懂中国故事。 ”

在今年演出季， 上海歌剧院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 邀请海外一流艺术家

合作。 今年 3 月 16 日、 17 日， 曾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作的指挥家罗贝托·
阿巴多将与上海歌剧院主创一同合作上演去年全新制作的上海版 《茶花女》。

（演出方供图）

上博第一阶段大修今年启动
东馆年内动工，计划2020年落成

本报讯 （记者李婷）记者昨天从

上海博物馆获悉， 该馆今年将启动大

修，上海博物馆东馆也将于年内动工。
上海博物馆创建于 1952 年， 原

址 在 南 京 西 路 325 号 原 跑 马 总 会 ，
1959 年 10 月迁入河南南路 16 号原

中汇大楼 。 1993 年 8 月 ， 上海博物

馆 新 馆 开 工 建 设 ， 1996 年 10 月 12
日全面建成开放。 在 20 多年全年无

休的高强度运行下， 如今馆内的各种

恒温恒湿、 安保消防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透露，
大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不

闭馆的状态下进行， 主要是对直接影

响安全的设施 、 设 备 进 行 更 换 、 维

修 ， 消除隐患 。 第 二 阶 段 为 闭 馆 大

修， 将待上海博物馆东馆建成后再进

行， 着重于提升能级。 他透露说， 鉴

于第一阶段大修期间， 博物馆还要照

常运营 ， 整个 工 期 会 超 过 一 年 。 届

时， 上海博物馆将实行每周闭馆一天

的措施， 同时根据施工的实际需要，

可能不定期增加临时性闭馆。 据透露，
整个大修不会改变博物馆现有的外观，
主要对展厅的布局进行微调， 并增设教

育空间和设施。
据悉， 备受关注的上海博物馆东馆

也将于年内动工， 目前正处于国际招投

标环节的深化设计阶段。 东馆位于浦东

新区花木地区 ， 计 划 于 2020 年 落 成 ，
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较现有上海

博物馆 3.92 万平方米的面积将有很大

扩展。 “博物馆不仅仅是建几幢建筑，
更要有内容、 底蕴， 做好我们的学科建

设。” 杨志刚表示， 在东馆正式开馆之

前 ， 上海博物馆将会推出一系 列 实 验

性、 探索性的主题展览， 为东馆运营做

好准备。
近日 ， 本市 发 布 《上 海 市 “十 三

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提出要

形成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构建“两轴一

廊”文化集聚带、双核多点文化功能区。
杨志刚表示，依据这一规划，上海博物馆

将对未来的使命和目标做出更为精准的

定位。上海博物馆今年将启动艺术史、博
物馆学、文化保护科技与修复、考古学四

大学科建设计划， 为未来东馆建设上一

个新的高度提供学科支撑。
在展陈和空间布局上， 东馆将弥补

原来的不足。 比如， 东馆将打破以文物

材质分类设展的传统， 更加强调故事

讲述， 开设江南文化、 “一带一路”
等主题展， 一个展览中可能囊括多种

材质的文物。
上海博物馆在对现有观众结构进

行调研时， 发现青少年比例不高。 杨

志刚认为， 这个可能和中国古代艺术

博物馆的属性有关———古代艺术的门

槛比较高。 东馆计划设立一个 “探索

宫”，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 寓教于乐

的形式开展博物馆教育。 这是专门针

对青少年博物馆体验的常设空间， 里

面有实物、 有场景， 通过体验和互动

探索人文世界的奥秘。

2017年，去上海博物馆看什么
“大英博物馆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等九大中外特展令人期待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上海博物馆

昨 日 正 式 发 布 了 2017 年 展 览 计 划 ，
将推出 “千年古港： 上海青龙镇遗址

考古展”“茜茜公主与匈牙利：17—19
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 ”“大英 博 物 馆

100 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遗我双鲤

鱼：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展”“山西古

代壁画展”等 9 个特展。 其中，将在 6
月 29 日揭幕的 “大英博物馆 100 件

藏品中的世界历史 ”展览 上 ，一把制

作于约 200 万年前的石制砍砸器将亮

相。 这是大英博物馆最古老的藏品，
出土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 是 “工
具箱的起源”。

“大英博物馆 100 件藏品中的世

界历史”展览，起源于大英博物馆与英

国国家广播公司合制的系列广播节目

《大 英 博 物 馆 100 件 藏 品 中 的 全 球

史》。 这档节目通过从大英博物馆 800
万件馆藏中精选出的 100 件文物来讲

述人类文明的进程，让人大开眼界。它
们中，既有埃及的木乃伊、玛雅玉米神

像、莫尔德黄金披肩、拉吉浮雕、阿拉

伯铜手、婆罗浮屠佛陀头像、中国的青

花瓷、石器时代的工具、俄罗斯的瓷盘

等， 也有意想不到的现代社会的信用

卡、中国的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等。节
目播出后， 在全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

动。今年 6 月，大英博物馆的 100 件精

品文物将亮相沪上。 整个展览如同一

部微缩的人类历史， 每一件展品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向世人展示着人类在

不同历史时期最独特的影响力和创造

力。在展出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同时，上
海博物馆也将挑选一件能够代表本馆

水准且具有本土特色的馆藏， 作为整

个展览的结尾，引起世人对于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进一步思考。

据上海县志记载，唐代天宝年间，
上海地区便设立了第一个市镇———青

龙镇，这也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长
期以来， 学界对青龙镇的研究多局限

于文献记载和保存至今的青龙塔等地面

建筑。 2010 年至 2016 年，上海博物馆考

古部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

掘， 使这座淹没于地下近千年的港口重

镇神秘的面纱正逐步被揭开。 6 年多的

考古发掘，发现了佛塔、房址、水井、手工

业作坊、 瓷器堆积等唐宋时期大量的遗

迹和遗物。出土的越窑、邢窑、长沙窑、龙
泉窑和福建窑口的大量贸易瓷器， 显示

出了青龙镇在海上贸易中的突出地位，
为如今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上海城市发

展，寻找到了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 3 月

10 日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千年古港：上
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展”， 将精选青龙镇考

古出土的各类文物 115 件（组），分为“东
南巨镇”“塔宝秘影”“丝路遗珍”三个板块

进行展陈， 还原唐宋时期青龙镇的百姓

生活、佛教文化和贸易盛景。
上海博物馆藏有大量珍贵的明代名

人书札，尤其是吴门地区书画家的手札，
既是精美的书法作品， 又具丰富的史料

价值。 在该馆 8 月份推出的 “遗我双鲤

鱼：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展”上，将展出

明代王鏊、李应祯、沈周、文徵明、唐寅、

吴宽 、王宠 、陈淳 、张灵 、王世贞等数

十位著名书画家的精选手札约 50 件

(组)。 内容上至国事民生，下至家事儿

女 ，或文章酬唱 ，或艺苑交游 ，直观 、
生动地还原明 代 吴 门 一 地 书 画 家 的

生活环境 、艺术创作 、审美趣 味 以 及

书法风貌。 而就以艺术价值而论，信

札随意写就， 是作者在最自然的状态

下的作品， 它们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

不假修饰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面貌，能

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些书画家

的艺术风格。

青 龙 镇 遗 址 出 土 文

物：龙泉窑长颈瓶（宋代）。
大英博物馆藏品： 公元前三世

纪的木乃伊棺。

山西博物院所藏： 娄睿墓壁画。 （均上博供图）

大英博物馆最古老的藏品： 制作于约 200
万年前的石制砍砸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