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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艺《白鹿原》
开启上海站演出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昨晚，观众好

评如潮的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 100 场演出，这
是继去年 7 月之后，《白鹿原》 再度来到

上海， 开启为期四天的上海站演出。
“我把 《白鹿原》 和我的生命一起

交给你们了。” 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制

作出品的话剧 《白鹿原》， 是获得小说

原著者陈忠实先生高度肯定的一次文学

舞台化改编 ， 2015 年首演后在戏剧界

引起热议。 2016 年，《白鹿原》开启全国

巡演，在京沪等地引发不小的轰动。陈忠

实动情地对主创团队说 ：“谢谢你们把

《白鹿原》 演活了。”
该剧导演胡宗琪、 编剧孟冰以及舞

美设计黄楷夫，为《白鹿原》舞台化做了

一次成功的尝试。 虽然只有近三小时的

舞台容量，却浓缩了这本 50 万字的“茅

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精髓，凝练地展现

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无论是妙用 “歌队” 形式呈现陕西

关中村民形象， 还是祠堂、 牌楼、 窑洞

等随时可移动转换的 精 致 景 片 ， 抑 或

者是从骨子里亮出来的华阴老 腔 ， 用

陕西话来演的对 白 ， 令陕西人艺版话

剧 《白鹿原》 精彩纷呈， 充满浓郁的地

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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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派小生肖雅
下周献演京沪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作为上海第

一家民营越剧团， 肖雅领衔的上海肖雅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已走过 15 个年头。 6
月 13 日起，她将携《盘妻索妻》《新巡按

斩父》 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和北京长安

大戏院演出。
肖雅是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

得者，工尹派。此次演出的《盘妻索妻》为
越剧尹派的传统经典剧目， 充分体现尹

派唱腔婉转悠扬、细腻深情的特色。 《新
巡按斩父》是根据上世纪 70 年代的剧目

《巡按斩父》整理复排的。 该剧并非过去

越剧舞台上常见的才子佳人戏， 讲述了

南京府尹周吉私吞朝 廷 下 拨 的 救 灾 钱

粮，清官巡按徐青奉旨巡察。此时月云庵

尼姑李月素状告徐青父亲身负命案，贪

官以此为要挟， 徐青陷入情与法的痛苦

抉择。主创对剧本反复修改，此次上演的

版本又经历了新一轮较大改动， 以更突

出以史为镜的警世作用。
近两年，肖雅保持每年 50 余场的频

率演出扎根江浙市场， 积累了不少固定

观众群。 6 年间，她与舟山小百花越剧团

合作，走出舟山，演遍北上广等地。

文化 公告

让市民领略城市文脉和传统技艺之美
上海推出200余项活动迎接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记者昨天从市文广局、 市文物局

获悉， 为了迎接 6 月 10 日我国首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 当天 ， 全 市

100 处文物建筑将集中向公众免费开

放。 在这个特殊而重要的日子前后，
沪上将推出 200 余项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 让市民领略城市文脉和传统技

艺之美。

在上海大街小巷寻觅
红色摇篮的记忆

有人说， 一座城市的历史， 也是

一部不断丰富的建筑发展史。 在上海

各种建筑类型中， 革命史迹是一个特

殊的存在， 共有 600 余处。 它们貌不

惊人， 却抒写了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可

歌可泣的奋斗篇章。 市文广局、 市文

物局、 长宁区政府、 市文联联手向市

民征集上海革命史迹的摄影作品， 鼓

励市民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 发现那

些近在身边却不为大家熟知的重要史

迹 ， 并用镜头 记 录 下 它 们 的 光 辉 形

象。 作为沪上文物活动板块的主场活

动， “红色摇篮的记忆———上海革命

史迹摄影大展” 今天将在长宁区图书

馆拉开帷幕， 从近千幅作品中挑选出来

的 100 幅摄影作品， 将向人们展示上海

作为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的风采。
6 月 10 日免费开放的 100 处文物

建筑中， 革命史迹占据不小的比例。 记

者获悉， 市文物局还将组织志愿者进行

现场讲解。 此外， 一批新修复的文物建

筑也加入到免费开放的行列， 其中， 新

泰仓库、 中国实业银行仓库旧址、 商务

印书馆第五印刷厂旧址、 怡和打包厂、
娄塘天主堂等 5 处文物建筑是首次向公

众开放。
近年来， 上海有关文物部门花大力

气修缮了一批优秀历史建筑 。 6 月 10
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当天， 在杨浦

区原国棉九厂老办公楼， 一批老匠人将

现场演示彩绘、 清水墙勾缝、 贴金、 铅

条镶嵌花玻璃等传统修缮技艺， 让人们

领略匠心之美。 活动现场， 优秀历史建

筑管理 App 将上线 ， 市历保中心与交

通大学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成立的 “优秀

历史建筑联合教育与研究基地” 也将揭

牌， 为传承历史文脉注入新活力。 与此

同时， 6 月 10 日， 2017 年上海 “城市

原点历史文化风貌” 宣传活动将在扬子

饭店举行， 通过 “外滩———黄金天际线

的传奇 ” 专题讲座 、 “大师从 这 里 起

步———建筑师笔下的建筑遗产” 绘画展

等， 诠释上海近代建筑的文化内涵。

热闹嘉年华让非遗活起来

今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 “非遗保护———传

承发展的生动实践”。
为了让非遗更好地延续下去、 融入

现代生活， 上海从今天起将在大世界启

动为期一个月的非遗嘉年华， 通过主题

展览、 表演、 大赛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呈现多民族、 多地域、 多品种的非遗技

艺与精品。 此外， 翻开崭新百年篇章的

大世界， 还将特别针对青年、 白领与亲

子人群， 举办一系列与现代生活风尚相

结合的互动活动， 比如旗袍秀展示、 蹴

鞠文化项目、 太极擂台、 主题集市等。
而同一天， “西风东韵—————第七届国

际传统艺术邀请展” 将在上海艺术礼品

博物馆揭幕， 展览汇聚中外艺术家、 工

艺美术大师、 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

约 120 件， 呈现东西方文明之美。
热热闹闹的上海古镇文化节明天将

在闵行区七宝古镇拉开序幕， 向人们展

示传统文化之魅。 据透露， 为期三天的

文化节期间， 枫泾、 朱家角、 南浔、 西

塘、 木渎等长三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古

镇， 将齐聚七宝古镇献宝， 展示当地的

非遗绝活。 比如， 七宝的干蒸圆子、 枫

泾的状元糕、 南浔的定胜糕、 西塘的芡

实糕、 朱家角的大肉粽、 木渎的酥糖等

各式美食， 让人们感受舌尖上的非遗；
而颛桥剪纸、 莘庄钩针编结技艺、 上海

细刻、 京剧名家脸谱画、 摄画、 香囊等

制作技艺的现场展示， 则让人们领略指

尖的智慧。
目前， 上海已有 220 个市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然而， 这些非遗 “宝藏”
分布何处、 包括哪些内容、 与百姓的

生活有何关联？ 市民未必很清楚。 记

者了解到， 市文广局从去年起， 委托

专业制作团队， 采用具有广泛受众基

础的动漫形式， 将传统非遗动漫化、
时尚化， 制作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列动漫短片———《非遗特搜队》。 该

短片的第一季已制作完成， 今天起将

在上海的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空间以

及网络媒体上展播， 今年暑期还将登

陆哈哈少儿频道。 这是国内首部非遗

主题的动漫短片， 共 16 集， 每集三

分钟， 通过一个故事介绍一个非遗项

目。 6 月 9 日起， 文广局摄制的 《本

帮菜肴烹饪技艺》 等八部国家级非遗

高清专题片将在艺术人文频道展播。
此外， 文广局还将推出新版 《上海非

物质文化遗产手绘地图》。 而汇聚 27
位国家级传承人“匠心故事” 的 《上

海匠心》 （第一辑）， 也将在 “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 当天面世。

自 2006 年起 ， 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

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6
年，国务院将“文化遗产日 ”
调整设立为 “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
今年 6 月 10 日是我国

的第一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 今天起，两个主会场活

动将在长宁图书馆和大世界

展开，拉开“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上海市活动的序幕 。 首

部以非遗 为 主 题 的 动 画 片

《非遗特搜队》第一季的开播

仪式也同时举行。

“红色摇篮的记忆———上海革命史迹摄影大展”上，100 幅摄影作品将向人们展示上海作为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的风采。 （市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