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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正在“点燃”更多年轻人
一支90后主打的民乐团，3年积累上百首创新曲目

“你听赋格都能流眼泪，为什么听京

剧不行呢？”不久前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的

系列音乐会“玲珑国乐”第一季上，92 种

民族乐器串烧演绎的《那年夏天》让观众

兴奋不已：民乐原来可以这么“燃”。这支

由 90 后乐手主打的上海馨忆民族室内

乐团， 被音乐厅节目部负责人称为民乐

界“一股清流”，刷新了人们对传统民乐

的认识，让更多青年人发现民乐的美。
短短 3 年时间， 乐团可以拿出来

演奏的作品已经超过百首， 融合了流行

和跨界的多种元素。 光是一首 《渔舟唱

晚》 就被乐团改编成二重奏和三重奏两

个版本。经过几年的探索，乐团目前已形

成相对固定的观众群。
坐落在七宝附近的上海民族乐器一

厂，是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的大本营。
这家全上海唯一官方注册的职业民乐室

内乐团，成立于 2005 年，当时叫“敦煌新

语组合”，2012 年乐团改名为“上海馨忆

民族室内乐团”。乐团总共有 10 位乐手，
有好几位在全国各种比赛中得过奖。 去

年，乐团与上海音乐厅合作推出的 12 场

“玲珑国乐”系列，成了音乐厅最受欢迎

的民乐系列演出。
如今， 这支年轻的职业乐团的曲目

库里，已有了 15 首原创作品，改编自传

统乐曲的作品 40 首左右，融合了流行元

素的作品 30 首左右，从世界音乐改编而

来的有 15 首左右…… “我们培养民乐

爱好者 ， 希望他们能跟着乐团 一 起 成

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乐团行政总

监戴徳岳说，要做民乐普及，创新演出形

式只是手段， 最终目的是让观众爱上传

统音乐。第一阶段，要让观众对民乐有所

认识———改编自《甄嬛组曲》《千手观音》

《春节组曲》这些通俗作品的民乐，可以

把观众吸引到音乐厅来， 对民乐产生兴

趣；第二阶段，通过经典作品的改编，告

诉观众民乐的可塑性———不论是世界音

乐、流行音乐，还是传统作品，民乐都可

以演绎；第三阶段，从观众的反馈中，慢

慢推广原创作品；第四阶段，就可以尝试

让民乐和别的艺术门类对话……推广原

创民乐作品，是乐团最初和最远的梦想。
乐团笙演奏家及驻团作曲家张梦正在创

作一个以 24 节气为主题的套曲。这部长

达五十几分钟的民乐作品，将包含 24 首

曲子，以音乐诗的形式呈现。
这些深爱民乐的年轻乐手们深信，

民乐情结深埋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只是需要一些外部因素去唤醒， 乐团想

要做且正在做的， 就是充当这个唤醒的

角色。
“我是天津人，从小家里收音机就常

年放着曲艺大鼓，这些咿咿呀呀的旋律

和音调深深扎根在我的血液里。 ”戴徳

岳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其实都或多或少

接触过民乐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 ，能感

受中国传统音乐之美的人却越来越少。
不久前，乐团演绎改编自迈克尔·杰

克逊乐曲的民乐视频在 B 站发布，两天

内点击数过了 3 万。 有卫视的综艺节目

组看到后想来“挖节目”；有网友留言求

演出票购票链接， 多个视频平台也来洽

谈合作……凑巧的是， 戴徳岳和合唱界

最大的“网红”———彩虹合唱团指挥金承

志是同道好友，他也在问自己：民乐团能

不能做“网红”？“借力网络以及创新有趣

的表现形式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彩

虹的成功恰恰在于不仅是‘网红’，而在

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 ” 戴徳岳

说， 他期待有更多青年民乐人能够加入

进来，一起探索创新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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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珍稀古代书法亮相
上博书画常设展迎来近年最大规模调整

上海博物馆近日对历代书法馆和

历代绘画馆的展品进行了近年来最大

规模的一次调整， 新陈列中首次露面

以及许久未展的展品就有将近 30 件。
其中， 一批珍稀古代书法备受关注。
它们中 ， 有传 世 唯 一 接 近 “初 唐 四

家” 之一虞世南书法的墨迹 《汝南公

主墓志铭卷》； 传世的极为罕见的司

马光、 赵佶的墨迹； 而明代台阁体

代表书家沈度的 《隶书四余箴页》 是

在一本合册中偶然发现的， 弥补了上

海博物馆沈度作品的空白。

司马光 《宁州帖 》是一
件流传有绪的名作

《汝南公主墓志铭卷》 是传世唯

一接近虞世南书法的墨迹。 汝南公主

为唐太宗之女， 汝南公主去世后， 由

“初唐四家” 之一的虞世南撰写墓志

铭， 时年 79 岁。 据上海博物馆书画

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透露， 此卷是墓

志的草稿， 在宋代便是书法名品， 米

芾有记载并临摹， 曾著录于 《宣和书

谱》。 汝南公主生平不详， 因嫡母长

孙皇后去世而哀毁早逝。 因此， 这篇

墓志铭是了解汝南公主生平的重要资

料。 该作品时隔多年未与观众见面，
此次一同亮相的还有明代李东阳的篆

书引首与题跋， 以及翁方纲的题跋。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的博学一直为

世人称道 ，7 岁时就能背诵 《左氏春

秋》，并且做出了“砸缸救人”这一被传

颂至今的举动。 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
著作甚多。然而，存世至今的司马光手

迹却十分少见。 本次展出的《宁州帖》
是司马光写给侄子司马富的手札，由

他去世前一年所写。帖中，司马光叮嘱

侄子司马富辞官归里，侍养尊亲。这是

一件流传有绪的名作： 它被收录在明

代王世贞所藏 《宋贤遗墨》 中的第一

页，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曾

对该作品进行了详细介绍。
同样罕见的还有赵佶的 《草书七

言诗纨扇》。 纨扇是用细绢制成的团

扇，又名宫扇，为古代后宫常用纳凉之

物。其形制起源于秦汉，至唐宋时期大

为盛行，并发展出丰富的形状和式样。

团扇上经常饰以书画， 在实用之外又兼

具艺术欣赏价值。 宋代的团扇书画艺术

相当盛行，宋徽宗赵佶尤喜作扇面，邓椿

《画继》云：“政和间，每御画扇，则六宫诸

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 其间贵

近，往往有求御宝者。 ”赵佶的草书墨迹

传世很少， 此作发挥小品书法以少胜多

的特点，共四行十四字，用笔婉转挺拔，
章法疏密跌宕，气息典雅隽永。在养护多

年之后，《草书七言诗纨扇》重返展厅，以
飨观众。

而此次亮相的沈度的 《隶书节录四

余箴页》， 则让人们见识了上海本土书

法名家的功力。 沈度是明代书法家， 曾

任翰林侍讲学士， 深受明成祖朱棣的

赏识 ， 被其誉为 “我朝的王羲 之 ”。
沈度的书法端庄清逸， 凡诏诰制敕及

御制碑刻之属， 皆出其手， 被称为台

阁体代表书家 。 这 是 《隶 书 四 余 箴

页》 的首次公开展出， 它是在一本合

册中被偶然发现的， 弥补了上海博物

馆沈度作品的空白。

上博藏有超过万件古
代书画精品

上海博物馆拥有海内外一流的古

书画收藏， 这里藏有从东晋到清末的

古代书画精品，数量超过万件。以书坛

备受推崇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例，
时至今日，“书圣” 王羲之的真迹已荡

然无存，王献之 42 岁便病逝，留存下

来的墨迹也屈指可数。 而上海博物馆

藏有王羲之《上虞帖卷》的唐摹本和王

献之最著名的行草真迹之一 《鸭头丸

帖》。《鸭头丸帖》是王献之写给亲友的

便札，上面有宋徽宗“宣和”“政和”印。
此帖起落分明、笔丝上下相连，一气呵

成，体现了王献之“运笔如火箸画灰，
连属无端末”的书法特色。

此外， 唐人怀素的 《苦笋帖卷》、
北宋沈辽的 《行书动止帖》、 元代赵

孟頫 《行书杜甫秋兴诗卷》、 明代唐

寅 的 《行 书 诗 卷 》 、 清 代 赵 之 谦 的

《隶书四言联》 等都是传世名品。
不过，因为场馆面积限制，上海博

物馆的许多看家宝贝难有机会展示。
为此，上博制定换展制度，对那些常设

展览的文物进行定期更换。 其中历代

书法馆、 历代绘画馆是目前海内外唯

一的书画分开、 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

画通史的常设展， 通常每半年更换一

次展品， 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新面孔

精品出现。而在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博

物馆将进行一次硬件上的重大革新。
首先是对现有的场馆进行大修， 优化

设置， 并且使硬件更符合现代展览的

需求。 其次就是加紧上海博物馆东馆

的建设。东馆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

平方米，定位是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的

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构建以中国古

代文化主题为核心的展陈体系， 突出

书画、工艺藏品优势。上海博物馆东馆

建成后将设置珍宝馆， 届时一批等级

最高的文物将与公众见面。

《陆康书法篆刻展》在沪举行
本报讯 《陆康印象———陆康书法

篆刻展》 日前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举行， 引起了艺术圈的关注。
陆康是海上篆刻书法名家， 幼年由

其先祖公、 著名文人陆澹安发蒙读书练

字 ， 古文功底深厚 ， 熟稔文史 词 章 之

学。 他十六岁师事陈巨来， 受其诲教，
从 《十钟山房印举》 入手， 既潜心把陈

家隽秀妍润的风格学到极致， 又别具自

家面貌 。 不论取法古玺 、 秦铸 或 是 汉

凿， 都各有心得， 能够淹贯百家而渊雅

独存 。 陆康尤以元朱 文 和 鸟 虫 篆 为 人

称道 。 他认为篆刻最重要的是 以 刀 代

笔 ， 令笔下有篆意 ， 刀下有笔 意 。 印

家之书法 ， 往往带有金石气 ， 陆 康 书

法的底气与独到之处也正在于此。 陆康

四体皆擅， 其 “康式隶书” 中宫收紧，

大开大合， 必求舒展， 俊逸跌宕； 大篆

与甲骨文书法古韵盎然 ， 而又 天 衣 飞

扬， 别有新意； 小篆则沉着舒展而使转

圆活， 富有奇趣。 评论界赞赏其书法面

貌变化多端。
本次展览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副教授胡建君策展， 展览分 6 个展厅，
展出书法 61 件， 篆刻 50 枚， 文房雅玩

与 衍 生 品 30 余 件 ， 作 品 集 与 著 作 55
种， 展现了他在艺术、 治学以及嫁接传

统的创新实践方面的才情与实力。 资深

设计师孙翌主持展览设计， 在展陈方式

上与传统书法篆刻展览颇有不同， 整体

简约大气又不失丰厚雍容， 并引入实景

呈现的书房， 生活化与艺术化并存， 给

观众以耳目一新的观展体验。
（李兵）

文化 公告

新媒体语境下，是谁让标题越来越长
“10万+”文章标题长度平均21.66字，比2015年多3.6个字

《三亚流水席厨师一人掌 9 口锅 3
天炒菜 2000 多盘一盘赚 5 毛》《英国维

多利亚时代四层洗衣房仅宽 2 米如今

叫价近八百万英镑 》《心脏长在胸腔外

的小女孩已经 7 岁了，医生曾说她活不

下来》———3 篇文章取材迥异，发布平台

也不同 ，但相同的是 ，它们的阅读量都

在百万以上， 它们的标题都在 25 至 28
个字之间。

不知何时起，新媒体语境下的标题

能长则长。 根据第三方数据监测，2015
年 “10 万+” 的 标 题 字 数 长 度 平 均 为

18.02 个字，2016 年为 19.29 个字 ，2017
年前两个月已达 21.66 个字。 其中，最长

的标题达到了惊人的 61 个字———还差

3 个字就到微信规定的上限了。
高校新闻学科的教材中，对新闻标

题的定义是：“用以揭示、评价、概括、表

现新闻内容的一段最简短的文字。 ”为

什么定义未变，现实已有天壤之别？ 复

旦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副 院 长 张 涛 甫 表 示 ：
“在新媒体语境下， 信息蔓延且不受空

间限制。 相比之下，受众的注意力相对

稀缺且易转移易分散。 于是，标题的竞

争会以博取公众注意力作为目标，让尽

可能多的关键词露出，以优化搜索。 同

时，这也是个信息前置的时代，有年轻人

读完标题也就读完了一篇文章， 符合轻

阅读习惯。 ”

网络新闻标题正在向“网
购关键字”靠拢

传统新闻学 标 题 以 言 简 意 赅 为 标

准，中外概莫如是。 新华社 1984 年报道

中国奥运首金时的述评《“零”的突破》，
倘若按今天的新媒体潮流， 最有可能变

成“许海峰的视力不足 0.5，却让中国第

一次射落了奥运金牌” 这般有转折的故

事性标题。
在张涛甫看来，网络标题的增长，首

先是技术带来的变革———标题中堆砌的

关键词越多， 被搜索 “爬虫” 识别的几

率就越高， 信息被搜索引擎抓取的位置

就更靠前。 而且， 由于 “爬虫” 只认关

键词， 不具备句式和美感的鉴赏力， 所

以，“费口水”的长标题，可说是搜索引擎

“预谋”的。
若以《“零”的突破》为例，搜索引擎

能检索到的只有 “零”“突破” 两个关键

词。 一旦改成长标题，关键词至少有：许
海峰、视力、中国、第一次、奥运金牌。 再

看看实际操作的案例。日前，对于同一桩

共享单车的讨论， 有纸媒冠以 《共享单

车，可否触动一场治理变革》为题，而网

络媒体则发布 《上海共享单车标准已编

制：满 12 岁才能骑，须装 GPS 定位》。 前

者一概而论，后者虽冗长但信息点明晰。
张涛甫提示，标题作为信息的浮标，是语

境的产物，“传统新闻学标题是传统媒介

语境的产物， 以短见长与传统纸媒物理

空间有限不无关系。而新媒体语境下，新
媒体的标题要符合新媒体的传播特征，
需要最大限度把正文的夺目内容上浮到

标题中， 这样才能对受众构成足够的刺

激，铆住他们的目光”。 在网络信息无限

蔓延的前提下， 满满的关键词代表的就

是被搜索到的可能。
从某种角度而言， 这做法多少与网

络购物的做法相似： 商品被冠以一长串

的关键词， 哪怕只沾一点边。 唯有这样

做，买家根据需求搜索时，关键词更多的

商品自然命中率更高。 正如从读者角度

去分析网络上的文章标题， 只要读者感

兴趣的点与之有一丝关联， 就可被迅速

搜到并浏览。

无论长短，关键是有话好好说

除了满足搜索优化， 长标题的长还

有五花八门的“法则”。
有的是为“轻阅读”“碎片阅读”的习

惯服务的。 比如用一个标题讲完一个故

事， 让读者判断是否有价值点开。 比如

《这个 19 岁希腊小伙几乎不花钱居然能

在中国独立生活两年！ 连中国人都想跟

他取经》，若按传统新闻标题做法，可以

提炼成 “他 几 乎 不 花 钱 独 立 生 活 了 两

年”。 但现有标题，不仅点出了人物的身

份，他所处的生活环境，还叠加了后续影

响。 这 34 个字几乎包涵了主谓宾定状

补，相当于一个微型的故事。
也有的信奉语不惊人死不休， 无论

怎样的媒体语境， 将 “标题党” 进行到

底。 他们的做法是， 用一堆耸人听闻的

词来激发读者的猎奇心理， 实际上空洞

无物。 来看看这几篇文章———《被大佬

轮流折磨 14 年 ， 硬 把 公 司 干 到 上 市 ，
年底带员工各种浪， 鬼知道他经历了什

么 》 《之 前 这 家 人 抢 镜 上 BBC 火 了 ，
这下 ， 干脆 全 家 大 小 齐 上 阵 再 来 了 一

发》 ———标题用词不可谓不用力， 但关

键信息却是 缺 失 的 ， 受 众 很 难 捕 捉 重

点。 甚至， 前两天在朋友圈刷屏的一篇

关于公众号运营的文章中提到， 什么样

的标题更容 易 被 点 开 ， 文 中 的 回 答 是

“关于钱、 性、 热点事件”。
对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谢耘耕教授认为， 新媒体语境

下，标题无论长短，关键在于“说有价值

的话”“有话好好说”，“用一些夸大其词、
耸人听闻、甚至色情的字眼来博人眼球，
这在任何时代，都应当被传播学摒弃”。

十八折“三小戏”，
展现昆曲“小而美”的一面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作为上海大

戏院开幕季演出的压轴板块 ，“2017 当

代昆曲周”于日前正式开票。此次系列演

出的策划、 领衔演员张军表示， 希望用

“三小戏”专场，致敬经典，展现昆曲“小

而美”的一面。
在 4 月 7 日至 16 日为期 10 天的时

间里，“2017 当代昆曲周”将有 4 场以小

生、小旦、小丑为主的“三小戏”折子戏专

场，集纳 18 出传统折子戏；《我，哈姆雷

特》 则给出当代昆曲人对西方经典的另

类诠释，此外还有两场昆曲美学沙龙，为
观众呈现更为多元的观演样式。

“三小戏”指的是戏曲中以小生、小

旦、小丑三个行当为主的小戏，多以表现

家长里短、 男女爱情、 日常生活的小故

事。在京剧里，小生、小旦不是舞台的“绝
对主角”，因而“三小戏”不常演。 而昆曲

以“生旦戏”为主，此次又将带来哪些剧

目？在第一天“亦俊亦美小生专场”中，张
军选择了自己有十年未演的《琵琶记·书

馆》。“这是一出一生配二旦比嗓子的戏，
如同‘三角撑’，考验每个人的唱功和表

演。 比如我饰演的蔡伯喈一上来就是 20
分钟的大段唱。”另一折《彩楼记·评雪辨

踪》也是各个剧种常演的喜剧戏码，此次

与张军搭档的是久未登台的昆曲演员徐

云秀，讲的是夫妻间猜忌与信任的故事，
轻松诙谐。 而在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院长李鸿良领衔的 “臻丑臻美 小 丑 专

场”，《跃鲤记·芦林》《绣襦记·教歌》等四

折昆丑的“看家戏”将接连上演。“十全十

美小旦专场”则集结江苏、北京、湖南等

地的 10 位女旦演员， 呈现两场 10 折的

丰富戏码。
既然叫“当代昆曲周”，有致敬传统，

也少不了观照当下。 继去年年末受邀在

纽约、伦敦演出后，张军创排的《我，哈姆

雷特》回归沪上连演 5 场。用昆曲演绎莎

翁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张军创新性地

一人分饰哈姆雷特、奥菲利亚、老国王、
掘墓人 4 个角色 ，涵盖生 、旦 、末 、丑 4
个行当，呈现一出独角戏。去年适逢汤显

祖与莎士比亚两位戏剧大师逝世 400 周

年，还记得在伦敦演出时，当地戏剧圈人

士打趣问张军：“我们看了一整年的莎士

比亚戏了 ，你的戏来得最晚 ，好奇你还

能玩出什么花样？ ”带着这样的疑问看

完演出，最终感慨不虚此行。 在张军看

来，其源于昆曲艺术本身赋予的自信与

开放，虽然样式新颖，可骨子里还是戏曲

的四功五法，“这是一次平等的对话，用

我们的观念去观照剧中‘生存还是死亡’
的拷问”。

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共 10 位乐手，有好几位在全国比赛中得过奖。 （乐团供图）

赵佶的 《草书七言诗纨扇》。

沈度的 《隶书节录四余箴页》。 （均上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