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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今年将迎“音乐剧大年”
主推《魔法坏女巫》等8部，年中大戏《保镖》今起开票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姜方 ） 昨 晚 ，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了以 “我们 ”
为主题的 2017 年度演出季发布会。 记

者获悉， 文化广场将在今年迎来 “音乐

剧大年”， 主推 8 部音乐剧， 创历年演

出季数量之最。 其中， 《魔法坏女巫》
《保 镖 》 《西 区 故 事 》 以 及 年 度 制 作

《我的遗愿清单》 主演亮相并表演了剧

中经典曲目。 此外， 年中大戏 《保镖》
于今天下午 1 点正式开票。

《魔法坏女巫》 是 21 世纪音乐剧

中的翘楚， 与 《剧院魅影》 《狮子王》
均为百老汇票房 “10 亿美元户”。 它斩

获 了 包 括 1 座 格 莱 美 奖 、 2 座 奥 利 弗

奖、 3 座托尼奖在内的重量级奖项， 演

出遍及 14 个国家， 被翻译成 6 种语言

版本， 累计超过 5000 万观众， 收获 40
亿美元票房。 该剧于 4 月 11 日起在文

化广场持续上演 40 场， 这是该剧首次

进入中国演出市场。 昨晚， 初版英国和

爱尔兰巡演版 《魔法坏女巫》 艾芙芭的

饰演者阿什莉·格雷现场演绎剧中名曲

《对抗地心引力》。 阿什莉说： “希望观

众能在观剧过程中摆脱平凡生活， 进入

充满幻想的音舞世界。”
首演于 1957 年的 《西区故事》 是

上世纪音乐剧的代表作之一。 近 60 年

来它几经复排， 斩获了包括奥利弗奖与

托尼奖在内的 7 项大奖 ， 并获 得 超 过

21 项提名。 感人至深的剧情 、 魅力十

足的音乐以及恰如其分的舞蹈使该剧成

为传世经典。 插曲 《玛丽亚》 是男主角

托尼在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孩名叫玛丽亚

时的唱段， 玛丽亚一词被反复唱了 27

遍。 而另一名唱段 《今晚》， 则由托尼

和玛丽亚对唱， 他们在舞会相识后， 托

尼夜访玛丽亚的阳台并高唱道 ： “今

晚， 今晚， 一切始于今晚！”
音乐剧 《保镖》 改编自惠特妮·休

斯顿主演的同名电影， 首演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 作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影

片中惠特妮的经典唱段， 并在各个环节

中插入她演艺生涯的经典歌曲， 以达到

更好的致敬效果。 昨天的发布会上， 女

主角扮演者卡罗尔·斯坦内特表演了脍

炙人口的名曲 《我一无所有》 《我会永

远爱你》， 引发全场大合唱。 台上台下

互动的场面也呼应了发布会 “我们” 的

主题。
继去年 《春 之 觉 醒 》 广 受 好 评 之

后， 今年文化广场将尝试制作一台中小

型 音 乐 剧 《我 的 遗 愿 清 单 》 。 发 布 会

上 ， 剧中饰演双男主的青年演 员 刘 令

飞 和 钱 海 睿 演 唱 了 《 灯 塔 守 护 人 》
《我的遗愿清单》 2 首插曲 。 该剧除故

事与音乐源于亚洲同名作品外， 对白、
歌词、 舞美、 道具等均由文化广场进行

二度创作。
除以上作品和今年年初二度来沪的

《人鬼情未了》， 《修女也疯狂》 《法语

音乐剧明星集锦演唱会 》 《金 牌 制 作

人》 也将陆续登陆文化广场。
除主打的音乐剧之外， 林奕华导演

的作品 《红楼梦 》 和新作 《机 场 无 真

爱》， 陕西人艺版 《白鹿原》、 陶身体的

数位系列之 《6》 《7》 《8》 以及北京

现代舞蹈团的 《霾》， 也将在文化广场

陆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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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虽轻，见时代见乡愁见人心

现实主义题材剧《鸡毛飞上天》诠释义乌商人奋斗史，
“它不局限在义乌，而是亿万中国人奋斗过的时代缩影”

有人觉得它名字太土气———“鸡

毛飞上天 ”5 个字让网生代一时难以

参透；有人不屑剧中从“以物换物”起

步的商业路径， 毕竟个人创业史已迈

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N.0 版

本， 再拿练摊说事儿多少与时代格格

不入； 还有人见不得男女主角一个一

路“开挂”一个尝尽苦楚的设定，抑扬

到极致的人生，怎么看都像是 IP 剧简

单重复的剧情构建。可它不好吗？恰恰

相反， 这部剧播出 20 集， 豆瓣评分

8.6，暂列 2017 年国产电视剧榜首。
日前，由张译、殷桃、陶泽如等主

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鸡毛飞上天》在
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 对于这部

诠释义乌商人奋斗史的剧集， 有观众

摇摆于追剧还是弃剧的纠结里。 弃剧

的理由五花八门， 嫌土嫌虐心嫌前后

跳跃太大。 可若从剧中任取一个截面

对照现实， 会发现那些槽点兴许就是

亮点， 因为事实如此———改革开放几

十年， 中国大地上的变化非 “一日千

里”不足以形容，所以剧情播至 20 集，
剧中人已从挑担走四方演变为跨国引

技术，浙商精神初露峥嵘；山乡剧变之

间，有人出去有人回归，但乡愁、家文

化总是值得珍视的心底净土， 剧中那

“土气”台词，“吃百家饭，感百家恩”任
何时候能打通中国人的情感观； 而剧

中主角从被遗弃的孤儿、 识字认半边

的“准文盲”蜕变为商界奇才，以今天

的眼光看貌似匪夷所思， 但投放到具

体的历史条件下， 不啻为大时代里小

人物逆流而上的梦想白皮书。
诚如该剧第一集打出的字幕，“好

风凭借力，鸡毛飞上天”，此处所述的

义乌故事， 是扎实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事、情，“鸡毛”虽轻，但看得见时

代、乡愁与人心。

编剧用 6 年走遍义乌，
电脑里的剧本总在追赶现
实的发展步伐

故事从草木枯荣的 1970 年冬天

开始， 义乌陈家村村长陈金水在雪地

里捡回一个弃婴，为之取名陈江河，小
名“鸡毛”。一语双关，“鸡毛”既是轻贱

好养活的， 也承载着乡民对孩子未来

的朴素期待：鸡毛飞上天。在物资匮乏

的年代， 义乌人带着自家熬制的糖换

取鸡毛，好的用作鸡毛掸子，差的权当

肥料沤土，此后物物交换，一根鸡毛的

终极价值或能出乎预料。
“鸡毛换糖”的典故，北方人不熟，

南方的 80 后、90 后也不无陌生，社会日

新月异的发展节奏让发生在三五年前的

事已然恍如隔世， 更遑论几十年的时间

跨度。 难怪饰演女主角骆玉珠的殷桃感

慨：“最初对这部剧并没有特别看重，但

剧本读着读着就再也放不下了， 因为它

不局限在义乌， 而是亿万中国人奋斗过

的时代缩影。 ”
前两集发生在 1970 年代， 闭塞时

代，“鸡毛换糖” 是门投机倒把易惹祸的

手艺。随后几集切换到改革开放之初，万
象更新， 扒上火车的陈江河偶遇同乡大

学生邱英杰。 没正经上过学的“鸡毛”对
于糖究竟是换钢笔还是换钱的解释吸引

了北上的大学生， 而同龄人在火车上的

一路攀谈则成为陈江河经商的启蒙课。
在主人公寄给养父的一封封家书里， 流

露着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新世界大门开启

后的新奇与憧憬 ， “东北有三 宝 ： 人

参、 貂皮、 乌拉草……西北的羊皮牛肉

真好、 还有大枣……他们缺的是牙膏、
肥皂， 还有瓷碗、 玻璃杯……广西蚁虫

很多， 清凉油成了稀缺物”。 时间渐渐

推移到 1990 年代， 走过大江南北的陈

江河回到义乌， 摆摊、 倒货， 承包国有

袜厂， 抓住时机奋斗拼搏。 他的改头换

面在剧中震惊了阔别 8 年的骆玉珠， 现

实里则是编剧申捷面前的一道难题。
“故事早已刻在今天义乌人的家族

记忆里， 不尽真实便会被挑刺。” 申捷

说 ， 剧中无论是生意经上的 “进 四 出

六 ”， 还是生活场景里的一副百宝箱 ，

都是如假包换的义乌往事 。 过 往 6 年

间 ， 他走遍义乌： 8 次实地体验生活 ，
走访了 200 多位义乌商人， 与他们同吃

同住， 跟着他们进货练摊。 复刻历史固

然不易， 没想到， 更难的是追赶当下。
“从 1970 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写的

每一步进程都需要与时俱进， 与时代标

齐。 常常一稿完成后发现， 时代又翻了

新篇。” 申捷更新过的旧稿里， “义乌

购” 覆盖了摊位升级， 中欧列车接续着

互联网时代。 随着这些年 “一带一路”
倡议、 互联网经营、 海外中转仓等经济

大事件接连发生， “电脑里的剧本总在

追赶义乌的发展步伐”。

愿剧中人能成小小光源，
照亮现实里困于金钱或情感
的人

如果说剧情的主线是商海传奇， 那

么随行的副线便是中国式的人情味道。
商海浮沉五味杂陈， 蕴涵生意经或处世

哲学的人情味道， 更馥郁隽永。
陈江河继承养父 “鸡毛换糖” 的营

生 ， 义乌人脚踏实地 又 敢 闯 敢 拼 的 精

神可见一斑 。 他从义乌的田间 地 头 出

发， 承包袜厂， 自主设计， 商标注册，
引 进 国 外 先 进 技 术 ， 开 发 国 产 设 备 ，
扩大生产经销范围 ， 一 连 串 “走在前

头” 都得益于一生之友的忠告———“义

乌之外有中国， 中国之外有世界”， 这

句话打通了他经商的 “任督二脉”， 教

会他时刻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襟来

对待商机。
场景切换到生活里， “仁义礼智

信” 的中国式人情味更无所不在。 对

养父， 纵有理念冲撞， 陈江河信奉的

从来都是 “鸡毛的命是您捡的， 鸡毛

当然要孝敬您一辈子”； 对爱人， 冲

破时间与误解的屏障， 陈江河与骆玉

珠的爱情， 是中国传统观念里无比美

好的青梅竹马 、 一 诺 一 生 ； 对 待 乡

亲 ， 他领着全村 人 抓 紧 机 遇 脱 贫 致

富 ， 则是流淌 在 骨 子 里 的 家 文 化 使

然； 对于那位徘徊在自己情感周边的

生意伙伴杨雪， 陈江河毫无犹疑地放

弃了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的机会； 而当同村青年大光好高骛远

走歪门邪 道 赚 大 钱 时 ， 陈 江 河 甘 于

几毛钱利润的 小 买 卖 ， 把 “踏 踏 实

实 是 正 道 ， 虽 然 人 间 正 道 是 沧 桑 ”
挂在嘴边。 凡此种种生活里的片段，
拼贴出一个完 整 的 主 人 公 形 象 ： 他

代 表 了 身 处 低 谷 却 勇 敢 做 梦 的 人 ，
代表了默默无闻却坚守职责的人， 代

表了拒绝侥幸而一步一个脚印拓展人

生宽度的人。
在申捷看来， 如今的生活瑰丽多

姿， 到处都有机遇， 也随时有诱惑。
而陈江河大概 能 成 为 一 个 小 小 的 光

源， 让那些或困于金钱或困于情感的

人们得到些许开悟———这世界的风从

来不曾停止， 创业图强的路上只有不

忘初心， 鸡毛才会真正飞上天。

“伟大的作曲家有很多，
但贝多芬是最浪漫的”

奥地利钢琴家布赫宾德将在沪连演7场

今年适逢 “乐圣” 贝多芬逝世 190
周年。 从周日开始， 奥地利钢琴家、 有

着 “贝多芬专家” 美誉的布赫宾德将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用 7 个夜晚在现

场观众的亲眼见证下 ， 演奏贝多芬 32
首钢琴奏鸣曲全集。

布赫宾德昨天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奏鸣曲之于贝多

芬就像协奏曲之于莫扎特， 这些作品贯

穿作曲家一生， 勾勒出他一生中的情绪

起伏， “伟大的作曲家有很多， 但贝多

芬是最浪漫的。”
布赫宾德生于捷克， 幼年时跟随父

母移居维也纳 。 35 年前 ， 布赫宾德第

一次演奏贝多芬全套钢琴奏鸣曲， 到今

天， 他已经带着这套曲目在柏林、 布宜

诺斯艾利斯、 德累斯顿、 米兰、 北京、
圣彼得堡、 苏黎世、 维也纳和慕尼黑等

50 多个城市留下印记 。 谈起这次在上

海的演出 ， 布赫宾德表示他仍 充 满 期

待： “在不同年龄段演绎这套作品感受

都不尽相同， 比起过去， 现在我已经有

能力去发现不同的贝多芬， 更加丰富且

更多层次。”
除了现场演奏， 布赫宾德曾经 3 次

灌录贝多芬奏鸣曲全集， 第一次录音距

今已有 32 年之久。 在采访中， 布赫宾

德提到， 他对贝多芬的诠释很大程度上

基于他对乐谱原稿的钻研。 对收集原始

乐谱有着异常浓厚兴趣的他拥有 38 套

贝多芬奏鸣曲完整乐谱， 同时还收集了

大量的首版手稿以及原始资料。
关于在上海连演 7 场， 布赫宾德表

示这对他和观众都是一种考验， 在曲目

安排上，他会按照作品的调性把他们分成

7 场，其中，最后一场将连续弹奏贝多芬

人生最后创作的 3 首奏鸣曲， 并不设中

场休息， 为了让观众有更完整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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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在剧中饰演陈江河， 这曾是个被遗弃的孤儿、 识字认半边的 “准文盲”。 他与骆玉珠 （殷桃饰） 携手奋斗 30
余年， 在商海制造传奇。 图为 《鸡毛飞上天》 剧照。

专家“掌眼”，护航民间收藏
上海文物局推荐3家单位试点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

申城有了正规、 优质的文物鉴定

服务。上海文物局近日推荐上海文物商

店、朵云轩集团、上海市收藏家协会 3
家单位，作为首批文物鉴定咨询试点机

构，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展民间收藏文

物鉴定咨询工作，试点期为一年。
昨天下午， 首场鉴定咨询于豫园

相爷府茶楼举办， 为市民 “掌眼” 的

4 位专家来自上海市收藏家协会。 春

雨霏霏 ， 揣着 “宝 贝 ” 请 专 家 “把

脉” 的市民热情不减， 队伍排了数十

米远， 有的还拖了大大的拉杆箱。

等候两小时，听听基于
学识与经验的意见

提前两个小时赶到活动现场排队

的郭镇涛大爷， 是第一位来鉴宝的市

民 。 他小心翼 翼 地 捧 出 一 只 青 花 大

碗， 替他 “掌眼” 的是瓷器杂项鉴定

专家 、 上海市 收 藏 协 会 副 会 长 陈 克

涛。 尽管这件瓷器的底部印有 “大明

成化” 的红色字样， 陈克涛端详了没

几秒便给出了气定神闲的判断： “成
化无大器， 这件瓷器应当是现代工艺

品， 连仿品都算不上， 因为一点不像

成化年间的。 当然， 它的工艺还是很

精湛的。” 他也不忘叮嘱： “当心外

面的鉴定机构忽悠你， 说你的宝贝很

值钱 ， 值 80 万 、 100 万 ， 结果什么

服务费、 鉴定费、 保管费一付就是两

三万 。 正规的 拍 卖 行 拍 前 是 不 收 费

的， 成交了才收费。” 郭大爷连连感

叹 “来对了”， 原来这只青花大碗本

就是他 1000 元买来的， 天下哪有那

么多漏可捡？
85 后男生刘原将一幅陆俨少的

山水卷轴画呈上了咨询台。 这是爷爷留

下来的传家宝 ， 可惜说到它的 具 体 来

源， 小伙子并不清楚。 当卷轴在书画鉴

定专家、 上海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宣家鑫

手中徐徐展开时， 欣喜的神色已然从他

脸上露出 ： “北有李可染 ， 南 有 陆 俨

少。 这幅画没有落款创作年份， 但有一

枚特别的陆俨少早年的收藏章。 画卷上

方篆刻名家韩天衡书写的一段题跋， 也

增加了这幅画的准确性。 这样的题跋一

般有两种可能， 一种代表韩天衡认为这

幅画是真的， 还有一种代表韩天衡与陆

俨少的交情。 这幅画应该是陆俨少早年

临摹古代先贤的作品， 因为是临摹， 所

以没有落款创作年份。”
记者留意到， 所有的鉴宝市民都需

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 签署一 份 承 诺

书， 保证委托鉴定文物不涉嫌非法盗掘

或打捞、 盗窃、 抢劫、 走私、 涉案等不

合法来源 ， 也不属于法律严格 禁 止 交

易、 流通的保护动植物及其制品等。 值

得引起关注的是， 参与文物鉴定咨询试

点的专家不向委托人出具文物鉴定咨询

文书， 给出的仅仅是基于学识和经验的

口头意见与建议， 不能作为法律证据，
更不具备法律效力。

收藏路上 “火眼金睛”的
练就，需要长期积累

“民间文物的藏量相当惊人。 近现

代历史上的上海， 有着中国收藏 ‘半壁

江山’ 之称。 很多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就

来自民间， 来自民间捐赠、 出土发掘等

等。 今天， 民间依然有大量珍贵文物存

在的可能。” 上海文物局文物专家胡巍

告诉记者。 只可惜， 近年来， 随着艺术

品市场日趋火爆， 民间收藏难免乱象丛

生。 其中， 负有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

市场健康发展 之 责 的 鉴 定 一 环 恰 成

“乱源”： “鉴定证书” 随意买卖， 赝

品不愁麻雀变凤凰； “鉴定师” 批量

速成， 只认钱、 不辨假…… “一直以

来， 由于缺乏针对民间收藏文物鉴定

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度， 部分社

会机构及人员缺少基本的文物鉴定科

学知识和职业道德， 他们出具的形形

色色的 ‘鉴定证书’ 不仅扰乱了民间

收藏文物鉴定秩序， 也严重影响了文

物收藏者的信心。 我们开展文物鉴定

咨询试点， 就是希望引导规范民间收

藏文物鉴定行为， 也引导公众树立正

确的文物价值观。” 胡巍说。
有专家提醒， 漫漫收藏路上， 要

想不被忽悠甚至成为真正的藏家， 不

能依赖专家在文物鉴定咨询点一次两

次的 “掌眼”， 而是需要自身经年累

月的积累， 建立起相关知识储备与鉴

别能力， 正所谓 “师傅领进门， 修行

靠个人”。踏踏实实的收藏态度关系着

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 很多前辈收藏

家同时也是鉴定家，“火眼金睛” 是在

对藏品的多看、 多学、 多比较中练就

的。比如“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以
玩的心态收藏感兴趣的各类玩意，竹

刻、铜炉、漆器、明式家具……他称自

己 “玩物丧志 ”，旁人却说他 “研 物 立

志”———凭着治学上的一股傻劲与狠

劲，很多玩物被他上升为一门学问。容
庚毕一生之力收藏青铜器， 为的是研

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
收藏过程中， 也曾经历从蒙蔽走眼到

拨开迷雾。 即便是手握雄厚资金的实

业家庞莱臣， 收藏也不仅仅是金钱砸

出来的。 他留下多部体例完备的个人

收藏专著， 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

料， 令人刮目相看。

《地下铁道》在无望逆境中寻生机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引进国内

一个有关逃 亡 、 奉 献 、 拯 救 的 故

事， 如何在冷静无比的叙述推动下， 击

中读者的内心？ 构思长达 16 年的长篇

小说 《地下铁道》 去年 11 月获美国国

家图书奖后 ， 以 “铁道旋风 ” 席 卷 全

美， 眼下， 《地下铁道》 中文版上市，
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一旦踏上主人公

科拉的逃亡之路， 女孩和读者便难以中

途放弃 ， 继而在无望的逆境中 寻 找 生

机， 在黑暗的地下寻找光明。
小说中， 无家可归的少女科拉出生

在佐治亚州种植园， 她受到欺辱， 过着

没有希望的生活。 又一次残忍的鞭打，
让她下定决心逃出人间地狱， 穿过沼泽

黑水和幽暗森林， 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

从南部逃亡， 一路向北， 投奔自由。 她

坐上火车逃跑， 却不知不确定的未来预

示着更多危险。 这条铁道网由隧道、 蒸

汽机车以及站台， 串联成一段充满悬念

的旅程。 她沿路目睹邪恶与不公， 善良

的光虽脆弱却引领她克服困厄。 小说家

怀特黑德以科拉的视角讲述了 19 世纪

美国内战爆发前的一幕， 刻画出人类内

心深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令人看到原

始的勇气的力量。
翻开 《地下铁道》， 读者能感受到

一个老到作家娴熟驾驭才华的野心。 在

海外书评界看来， 这部小说是闪耀着寓

言光辉但有着严谨笔法的故事， 冷酷的

叙事风格既保留了小说的文学性也增强

了情节悬念， 在阅读科拉逃亡的旅程中

感受到作者被笔下主人公所激发的史观

与情感。 而在这场备受磨难的逃亡之旅

中， 地下铁道也拷问着社会人性的核心

部分， 衡量了理想愿景与赤裸史实之间

存在的鸿沟。
写到主人公要么抵达终点， 要么在

铁轨上长眠时， 小说展开了一段简洁却

干脆的叙述： “醒来以后， 她决定靠两

只脚走完剩下的路程———她的双臂已经

失去知觉。 一瘸一拐， 在枕木上磕磕绊

绊。 科拉一路上用手扶着隧道的岩壁，
一条条凸起， 一道道凹陷。 她的手指在

谷地、 河流和山峰上舞蹈， 仿佛那是一

个新国家的轮廓……隧道也有嘴巴， 一

开始像黑幕上的一个针眼 。 她 奋 力 前

行 ， 针眼变做了光环 ， 接着就是 洞 口

了， 隐藏在灌木和葡萄树下。 她推开刺

藤， 走到外面。”
在评论界看来， 小说的力量很大程

度上正在于它的表达———多变且冷静，
《地下铁道》 有强烈的暴力色彩， 但怀

特黑德常常避而不宣。 在那些悲怆至极

的时刻 ， 叙述者礼貌地回避了 他 的 叙

述， 叙述的空白推动读者自己填补。 怀

特黑德并未借用历史来刻意煽情， 反倒

是小说质朴冷静的笔法让它得以实现会

心一击的效果。

上海文物局推荐 3 家单位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试点。 图为于豫园相爷

府茶楼举办的首场鉴定咨询现场。

百老汇票房“10 亿美元户”《魔法坏女巫》将在文化广场献演 40 场。 图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