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8日，由香港新昌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倾力打造的“新昌奥莱”将在佛山市三水
区芦苞镇华丽首秀。 八大业态、四百多个国
际国内著名品牌带你触碰国际生活场！

佛山·新昌奥莱的建筑面积超过 10 万
平米，包含“奥莱零售、餐饮美食、休闲娱乐、
儿童乐园、婚纱摄影、萌宠天地、冰雪世界、
咖啡书吧”等八大业态，是迄今为止中国业

态最全、品牌结构最新颖、建筑物型态最迷
人、最具创新经营模式和拥有最专业管理团
队的新生活全特色小镇。 她将以其超过 400
多家国内外著名品牌的规模及聚客能力、独
具特色的经营方式以及最完善的综合配套
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生态圈中最具
影响力的一站式综合旅游、 度假、 休闲、购
物、娱乐目的地。

佛山“新昌广场·奥特莱斯”———400多个品牌，8大业态带你触碰国际生活

2017 年 4 月 23 日早晨 7 点，2016-
2017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 VEX EDR
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

获得本届 VEX 世界锦标赛 VEX EDR
初中组世界冠军的参赛学员为：张嘉颀（上海
市风华初级中学）；单睿辕（上海市世界外国

语中学）；陈泉宇（上外附中）；顿翔羽（上海星
河湾双语学校）。该团队继夺得VEXEDR初
中组 SPIRIT赛区冠军之后， 在后续的初中
组总冠军争夺战中战胜 OPPORTUNITY
赛区的冠军队伍， 夺得本届 VEX 世锦赛
VEXEDR初中组总冠军头衔！

泊思地学员 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夺冠！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拉近民乐与当代人的心理距离

上海民族乐团新乐季，创新融合成关键词

“他的音乐教育背景与我们的民族

乐器相结合，产生了非常奇特的效果。在
他的作品中，我听到了新的音色。这是我

在民族乐器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上海

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口中的他， 指的是

德国作曲家克利斯提安·佑斯特。乐团委

约克利斯提安·佑斯特创作的《上海奥德

赛·外滩故事》音乐会将被作为重点演出

推出。 昨天，上海民族乐团公布了将于 4
月 30 日起推出的 2017-2018 演出季内

容， 如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整场民族管

弦乐作品这样的全新尝试贯穿了整个演

出季，创新、融合、跨界，亦成为新乐季的

关键词。
“以往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关于中

国、关于上海的音乐有很多，但基本上都

是以交响乐加上个别民族乐器的形式表

现。 外国人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管弦乐

队作品，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希望通过外

国作曲家的作品，感受上海的变化，乃至

中国的变化。 ”罗小慈告诉记者，在排练

厅听到整部作品之后，克利斯提安·佑斯

特非常激动。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中国

的民族乐器能呈现与西方交响乐队完全

不同的表现力和音乐张力。 这是他以往

所不能想象的。
外国作曲家与民族乐器的结合只是

上海民族乐团跨界融合的一个案例。 诗

词与民乐、VR 技术与民乐等新鲜组合，
都将出现在新演出季中。 《国乐中的诗

书画》系列音乐会，结合中华古典文化与

传统诗词经典， 带领观众体会中国文人

诗意浪漫的情怀。 而《栀子花开了———
多媒体民乐剧场》 则首次与 VR 网络直

播平台结合，尝试民乐与多媒体等多个

艺术领域跨界。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并不会削弱乐

团对传承的重视。 今年的开幕音乐会主

题为《天地乐和》，所选曲目有对山川大

地的赞美，也有对历史的丰富想象。传统

佳节系列音乐会， 依然是历年演出季的

“保留项目”。 随着观众群体的逐渐年轻

化，民族乐团也做出了新调整，比如七夕

节音乐会，由《醉了千古爱》改版为《彼世

今生》，为民乐融入更多时尚元素，希望民

族音乐能更好地与当下交融。 罗小慈说，
跨界、融合只是传播的手段，最重要的是

拉近当代年轻人与民乐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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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原跨界写起了儿童文学
新作《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写给儿子，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春卷

曾以 “叙事圈套” 闻名文坛的作

家马原， 如今跨界写起了儿童文学。
即将出炉 的 今 年 《收 获 》 长 篇 专 号

春卷上， 马原最新 11 万字长篇 《三

眼 叔 叔 和 他 的灰鹅 》 首发 。 故 事 平

实， 取材自马原一家人在云南的日常

生活 ， 仿佛缭绕 着 西 双 版 纳 南 糯 山

姑 娘 寨 的 花 香 鸟 语 。 绵密可感 的 真

实细节， 交织魔幻象征式寓言， 一幅

幅人与大自然相生相伴的奇异图景徐

徐展开。
马原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说， 动笔写童书， 小儿子马格是他最

大的动力。 “我希望今年 8 岁的马格

在识字过程中， 能读到老爸写给他的

童书， 这是我送给孩子的一份人生大

礼包。” 而对于 64 岁的马原来说， 塑

造出孩童眼里亦真亦幻的童话世界，
相当于让文学回归人生初始的出发阶

段。 他坦言， 目前自己最大的变化在

于， 从前 “变着花样” 写小说， 更多

关注的是自我 ， 现 在 他 更 愿 意 见 众

生， 哪怕是自然界中最不起眼的昆虫

小生物， 往往也蕴含生命运转、 四季

变幻之道。

“湾格花原 ”三部曲完
结，以寓言手法趣谈自然

马原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是

2015 年首发于 《人民文学 》 的 《湾

格花原》， 后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推出单行本 。 他 一 直 构 思 着 系 列 三

部 曲 ， 随 着 今 年 《 砖 红 色 屋 顶 》
《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 陆续亮相文

学刊物 ， “湾格花原” 三部曲完结。
“湾格花原” 俨然成了马原的精神图

腾 ， 这四个字 既 是 马 原 一 家 定 居 的

院 子 名 称 ， 也 取 自 大 儿 子 马 大 湾 、
小儿子马格 、 妻 子 李 小 花 、 马 原 的

名字。
《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 的故事

透着轻快， 被大人唤作小格的 6 岁男

孩正是以幼子马格为原型， 小格的爸

爸妈妈去尼泊尔旅游， 把他留在南糯

山的屋子里， 让他自己管自己。 爸爸

本来找了大学里的博士 “四眼叔叔”

来照顾他， 结果 “四眼叔叔” 没来成，
倒来了个三眼叔叔 。 三眼叔叔 身 材 高

大， 壮硕， 有趣， 动手能力强， 带来一

只大鹅， 作为礼物送给小格。 小格拥有

一项超能力， 他能听懂鹅、 狗、 老鼠、
蛇、 猫咪等农庄动物的语言， 男孩因此

发现了很多大人不知道的秘密， 他的人

生自有一个特殊而完整的世界， 对应三

眼叔叔眼中的俗世。
在作家、 《收获》 资深编辑叶开看

来， 不同于一般儿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

单视角叙述， 《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
采用男孩小格、 三眼叔叔两人的双重视

角展开叙事， 即便写相对通俗的儿童文

学 ， 马原依然对小说结构有一 份 “执

念”， 讲究文字的排兵布阵， 但这也可

能给小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理解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小说摆脱了一些童

话常见的儿童历险成长、 结局皆大欢喜

的 “套路”， 留下感伤味道的悬念结局。
马原的作品细细描摹了人与动物嬉

戏的各种趣事， 对于身处水泥森林的都

市孩子来说， 很有些乡间探险的意味。
借着小格的嘴， 马原给妻子写了段

告白 ： “我特别欣赏每天喂鸡 的 那 一

刻 ， 妈妈端着食盆一路咕咕咕咕 地 吆

喝， 山上山下的鸡群从四面八方向妈妈

蜂拥过来， 妈妈成了鸡司令。 那是天下

最美的一幅画， 而这幅画才是我养鸡的

真正理由。 而且， 家养的鸡生蛋， 除了

给妈妈内心带来满足， 也让她有一种可

以向亲朋好友相送的极受欢迎的礼物。
鸡支撑了妈妈内心独有的一份骄傲。”

扎根 “文学据点 ”南糯山 ，
业余玩起网络脱口秀

令马原开心的是， 身处南糯山， 每

年至少 300 个清 晨 有 祥 云 瑞 雾 环 绕 其

间 ， 即使是炎炎夏 日 ， 山 上 空 气 依 然

凉爽清新 ， 弥 漫 着草香 。 眼下正是收

新茶的最后阶段 ， 马 原 每 天 乐 呵 呵 看

着家人与好友采茶制 茶 ， 他描述起吸

进鼻腔的茶香， 就像身体的镇静剂。 在

马原的定义里， 超过 60 岁后的人生都

是老天爷赏的， 如今他正过着自己的第

二个人生。
而湾格花原的诗意生活， 放大了一

切的自然细节， 听竹子生长， 看蜘蛛鸟

雀筑巢， 这些都为马原创作输入了源源

不断的灵感 ， 南糯山正成为马 原 新 的

“文学据点” 与 “素材宝库”。 比如， 今

年第一期 《上海文学》 首发的马原短

篇 《小心踩到蛇》， 穿插了大量马原

与家人养鸡、 种花的日常片段， 看似

写实， 小说尾声却撞上一个颇先锋的

结局， 让人意外的同时也咀嚼出反差

和感动。 另一中篇 《谷神屋的贝玛》
首发于今年第一期 《十月》， 故事的

发生地同样在 南 糯 山 ， 故 事 虚 实 相

间， 吊诡十足。 在评论界看来， 马原

远离都市后， 试图在原生态山寨重构

一座新的精神家园， 笔下弥漫着生活

的色彩和温情。
有意思的是， 最近两个月， 马原

开始试水网络视频， 录制发布了九叔

系列脱口秀节目， 主题五花八门。 马

原 着 灰 色 T 恤 ， 一 口 浓 浓 东 北 腔 ，
就像生活中常见的中老年大叔不停絮

絮叨叨家长里短。
想当 “网红” 吗？ 马原笑言， 是

内心 “更接地 气 ” 了 ， 这 个 系 列 视

频， 充分满足了他直面平常人生的愿

望 。 “身边人 都 知 道 我 喜 欢 说 ‘歪

理’， 以前是虚头巴脑地大谈哲学世

界观， 当然也很有意思， 但现在， 我

更乐于把生活中的小挫折活泼泼拎出

来， 跟读者网友分享。”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文化 广告

把“中国声音”传到世界各地
叶小钢新作《敦煌》明晚亮相“上海之春”开幕音乐会

近年来 ， 不少 中 国 当 代 原 创 交 响

乐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 本 周

五晚举行的第 34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开幕音乐会上 ， 又一部充满 中 华 文

明底蕴的新作将进行全球首演 。 它 就

是 上 海 交 响 乐 团 委 约 中 国 音 协 主 席 、
作曲家叶小钢创作的大型管弦 乐 作 品

《敦煌》。
凝结叶小钢对中国文化思考的代表

作 《峨嵋 》 《悲欣之歌 》 《星 光 》 和

《喜马拉雅之光》 也将在开幕音乐会上

奏响。 这些作品均为首次在叶小钢的家

乡上海演出。 叶小钢昨天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每个中国艺术家都有颗

“中国心”， 只有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兴盛

了， 才能更好地 “走出去”。

以丝绸之路璀璨悠久的
历史文化为灵感

叶小钢透露， 上海交响乐团曾向他

委约 2 部作品， 这次再度委约创作， 双

方对丝路重镇敦煌的主题一拍即合。 叶

小钢就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期间， 曾

阅读 《美的历程》 一书， 并醉心于该书

作 者 对 敦 煌 文 化 的 描 述 ， 他 创 作 于

1983 年的毕业作品 《第一小提琴协奏

曲》 就以敦煌为题材。 “上世纪 80 年

代初 ，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叶栋 曾 发 表

《敦煌曲谱研究》， 我的毕业作品取用了

其中的核心音调。” 时至今日， 叶小钢

依然为敦煌的石窟艺术、 典籍文献深深

折服。 “敦煌壁画是历代艺术家情感和

艺术创造的结晶， 体现了博大精深的思

想内涵和审美趣味， 画中人的一颦一笑

都能带给我无数灵感。”
叶小钢此次创作的 《敦煌》， 以丝

绸之路璀璨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灵感， 将

西方技法和中国元素融会贯通， 谱写出

一部风格激昂的交响组曲。 他说： “包
括敦煌文化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

国音乐家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题

材，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音乐家能通过不

同方式投入其中 ， 把精彩的 ‘中 国 声

音’ 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希望能在近 5 年内创作
出一部上海题材的新作”

虽然目前叶小钢的工作和生活的重

心在北京， 但他 23 岁以前的人生是在

上海度过的 。 他表示 ， 此次 “上 海 之

春” 能够演奏其作品， “于我而言也是

一次意义非凡的寻根”。
就在本月初， 叶小钢创作的 《琵琶

协奏曲》 由华人琵琶演奏家吴蛮献演于

上交音乐厅。 吴蛮曾表示， 《琵琶协奏

曲》 “具有浓郁的海派都市文化韵味”。
对此， 叶小钢表示这并非有意为之， 而

是 从 骨 子 里 流 露 出 的 对 故 乡 的 留 恋 。
“我写 《琵琶协奏曲》 的时间很短， 当

我拿起笔时， 那些童年记忆中生动的弄

堂市井生活马上浮现于脑海， 从甜润的

吴侬软语到苏北话音调， 都很自然地融

入作品之中。” 他还表示， 自己格外喜

欢沪语独有的音韵感， 希望能在近 5 年

内创作出一部上海题材的新作。 “如今

上海拥有大量的文艺院团和场馆， 许多

优秀的作品都在这里上演， 这是十分令

人欣喜的。”

委约新作让交响乐发出中国之声
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频频以国际高度

和视野拓展委约创作的版图。 委约在国际
艺术界是常见创作模式之一。 上海交响乐
团团长周平说 ：“上交委约的历史由来已
久， 将其作为长效机制的文艺院团在国内
并不多见。 上交希望通过与全球作曲家的
合作和国内外乐团的共同演绎， 探寻凸显
中国文化魅力及自信的艺术作品， 并在世
界范围内进行深度传播。 ”

1978 年至今， 上交已委约国内外作
曲家创作了 50 余部曲目。 其中不少委约
作 品 既 促 使 了 全 球 音 乐 家 聚 焦 中 国 文
化 ， 也让国内文艺院团迈出了国际化的
步伐 。 上交与纽约爱乐乐团联合向作曲
家约翰·科里亚委约 《甜美的早晨》，糅以
李白诗词 《战城南》，2011 年先由纽约爱
乐进行全球首演， 次年再由上交进行亚洲
首演；该作的总谱经由知名国际音乐出版
机构 G.舍尔莫公司出版 ，从而进入全球
各大职业乐团的视野。 上交联合中国爱乐
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共同委约中国青年作
曲家赵麟， 以玄奘取经的故事为背景，创

作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由马友友
和吴彤分别通过大提琴与笙展现中西
思想的对话， 在国内首度开启三大乐团
联合委约作品。

此外， 尝试延伸音乐的维度并拓展
其无限可能性， 同样是上交近年来委约
新作的亮点。 2015 年上海夏季音乐节
中， 由上交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
美国新锐电子音乐作曲人安迪·保秋创
作的《乒乓协奏曲》，把国球元素巧妙融
入音乐创作。 《乒乓协奏曲》在全球知名
古典音乐视频网站 Medici 上创下 1
个月 300 多万次的点击量，并被海外多
个视频网站、社交媒体转发，很受国外乐
迷的欢迎。 去年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
上， 上交邀请西方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
钢琴家、作曲家法齐尔·萨伊，创作并首
演钢琴协奏曲《中国狂想曲》，以跨文化
的视角展现了他眼里的中国风采。

如今， 通过无数作曲家和乐团的共
同努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正借着交
响乐，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全本《长生殿》时隔十年复排推出
汇聚上昆五班三代演员，6月起在五地巡演20场

本报讯 （记者李婷）时隔 10 年，被

誉为“中国戏曲鸿篇巨制”的上海昆剧团

全本《长生殿》即将再度与公众见面。 记

者昨天获悉，今年恰逢全本《长生殿》诞

生十周年， 上海昆剧团五班三代老中青

艺术家齐出动， 重新整排了这一经典巨

作。 目前，演出行程已排定，将于 6 月 8
日起在广州、深圳、昆明、上海、北京巡演

20 场， 其中， 9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上海

大剧院的演出，开票一个月出票过半。
《长生殿》取材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杂剧

《梧桐雨》，原作者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剧
作家洪昇。 全剧共 50 出，由唐明皇与杨

贵妃的爱情和安史之乱双重线索纠缠着

向前发展。据史料记载，自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问世后，《长生殿》便被迅速搬

上昆剧舞台，引发巨大的轰动。洪昇一生

大起大落，也跟该剧有着重要的关联，因
佟皇后丧期内在北京观演此剧， 他被革

去功名。而他的去世，就是因为他在乌镇

观看此剧后酒醉失足落水。这一切给《长
生殿》增添了极为浓郁的传奇色彩。

进入清中 叶 后 ， 由 于 折 子 戏 的 兴

起、 昆剧雅部地位的衰落等各种因素，
《长生殿》全本呈现近乎绝迹。 经过数年

艰辛创作， 上海昆剧团 2007 年创排完

成了全本《长生殿》，并于当年在沪首

演 。 该剧按照 “整旧如旧 ”的创作原

则 ，恢复 、捏合了鲜少传 承 或 演 出 过

的 30 余个折子 ，并在表演 、唱腔 、音

乐等方面精心打磨，引发业界广泛关

注。 全本《长生殿》以及在此基础上推

出的精华版 ，曾获评文化部 “文华大

奖”、上海文艺创作精品等多项大奖，
成功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 工 程 重

点资助剧目。
此次复排全本《长生殿》，上海昆

剧团可谓倾全团之力。 该剧汇聚了上

海昆剧团五班三代的演员。 其中，有

年过古稀、被誉为“活唐明皇”的著名

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二度梅”获

得者张静娴，“梅花奖” 获得者黎安、
吴双，国家一级演员沈昳丽、余彬，上

海白玉兰奖获得者罗晨雪 ， 还有 90
后青年昆剧演员卫立、蒋珂以及倪徐

浩、张莉等。 在舞台呈现上，上海昆剧

团将对该剧的舞美、 灯光、 音乐、服

装 、道具等进行重新打磨 ，就连场幕

之间的衔接 、舞蹈列队 、声部配置和

编乐配器等方面都被要求 做 到 严 谨

仔细并保持昆剧特有的韵味，甚至桌

帏、椅帔和金钗钿盒的设计细节都精

益求精。
青年演员罗晨雪 （左）、 倪徐浩在发布会现场演唱全本 《长生殿》 第一本 《钗

盒情定》 中的 《定情》 一折选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将东方情韵注入油画创作
本报讯 日前， 林聪融合东西方艺

术的创作成果展在上海唐镇文化创意中

心举行。
林聪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

系油画班。 后赴美留学，画风开始转变。
他的作品，善于以西画的技法、色彩表现

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心理，别开生面。本
次展览展出的作品色彩绚丽， 画面充满

激情。 除了风景、风光、风俗性题材的绘

画，林聪还十分酷爱创作历史题材作品。
他喜欢选择中国历史和中国神话的女性

形象，以不同的艺术手段予以呈现，并在

用色、构图和主题的开拓上进行尝试。林
聪认为， 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他

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一个中

国艺术家， 可以汲取各种外来艺术的技

巧，但是，他所要表现的一定是中国人的

情感。 （詹文）

马原的自画像洋溢着童趣。
（马原供图）

《湾格花原》是马原的首部跨界童话作品。 图为基于马原一家人定居的南糯山

小院实景所绘制的《湾格花原》一书插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