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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长荣获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这是一

份殊荣， 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褒奖， 作为

一名京剧演员， 我只不过在舞台上演了

应该演的戏，做了应该做的工作。 ”获得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的京剧表演

艺术家尚长荣谦虚地说。 日前在宁夏银

川开幕的第 15 届中国戏剧节上， 他与

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获评此奖项。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 是中

国文联、 中国剧协为表彰、 奖励在戏剧

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 德艺双馨， 长期

以来为中国戏剧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 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代表性

和示范性的 75 周岁以上的老艺术家而

设立的最高荣誉。 本届评选经戏剧界专

家提名， 广泛征求意见， 尚长荣和郎咸

芬获评了该奖项。 郎咸芬在书面感言中

表示， 几十年的艺术创作之路， 让她深

刻地体会到 ， 只有深入生活 、 贴 近 人

民， 才能真正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 才

能演得有根有据、 声情并茂。
据悉， 本届中国戏剧节为期 17 天

的时间里， 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省区市

的 27 台剧目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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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网红化文言文”供上神坛
网上文言文写作、古汉语生僻字使用成为围观热点，学者提醒———

近日， 某大学一则以文言文写就的

校庆公告在网络热转。 有网友为其文采

点赞， 相比于一些枯燥的公文， “钟江

南之毓秀， 善格致而存真” 让人觉得眼

前一亮。
文言文写作 近 年 屡 次 成 为 传 播 热

点 ， “理工科硕士用文言文写论 文 致

谢” “文言文大学自荐信” 的新闻不绝

于耳； 网络流行语、 海外流行歌相继被

翻译成文言文； 而效法 《史记》 写就的

热点人物 “本纪” “列传” 更是在社交

媒体上热转； 就连在线翻译平台也推出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互译。
有学者认为 ， 公 众 对 文 言 文 的 兴

趣， 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再度升温， 令人

欣慰 。 不过在欣赏 与 效 法 之 余 ， 更 要

注意文言文写作的章法 ， 一味 追 求 辞

藻典故堆砌 ， 或冷僻字使用不 当 ， 不

利于文章的传播和理解 。 文言 文 写 作

如果只是哄抬和爆炒 ， 无异于 将 传 统

文 化 作 为 符 号 的 奇 观 。 文 言 文 也 好 ，
白话文也罢 ， 归根结底是一种 表 达 方

式 ， 文字更应被重视和承载的 是 思 想

深度与文化厚度。

高考“仿古”写作，有人作
文满分，有人跑题丢分

文言文写作热里， 高分文言文作文

最是吸睛。 自 2001 年江苏一考生凭《赤
兔之死》成为高考满分作文第一人，引起

全国轰动。之后，每年总有几篇文言文作

文进入公众视线， 甚至出现大量使用甲

骨文、生僻字的作文。 眼下，高考进入紧

张的阅卷环节。 几篇历年高考文言文又

重新在网络热转，引发讨论。 比如 2010
年一江苏考生以《绿色生活》为题写作的

骈文， 在这篇 800 字的文章中， 竟有近

100 字为生僻字。 这难倒了批卷老师，求
助于古典文献学专家，仍有“四五十个字

不认识”，通过翻找资料，光是对文章的

注释就写了 4 页纸。
说起这篇文章， 语文特级教师黄玉

峰告诉记者他印象很深：“这篇文章从不

同侧面论述了环境破坏带来的危害，不

以生僻字来看， 对于高中生来说仍是一

篇说理比较清晰的作文。”面对学生尝试

文言文写作，黄玉峰认为：“文无定法，语
文教学中应当包容多元化表达和个性化

表达，只要能够文从字顺，适当展示自己

的文字积累和文学修养应该鼓励。”不过

他并不提倡每位学生都要为博取高分来

刻意追求文言文写作。毕竟，作文重点考

察的是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文章结构

和思想立意。 2009 年，四川绵阳考生用

甲骨文书写高考作文， 因偏题最终只获

得个位数成绩。
在古代诗文写作中，不乏用字奇崛、

语义艰险的推崇者， 这之中有文学思潮

影响下，古代文人的创新用意。“同光体”
诗人代表，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作诗忌讳

“恶俗恶熟”，模拟剿袭前人，所以选字用

韵一度生涩奥衍。不过到了晚年，他的诗

作趋向文从字顺的古朴之风。 也有人把

用生僻字用出了个人风格。 章太炎作文

好用古字、通假字甚至钟鼎文。这与他的

学术背景有关， 他对古文字的研究一直

可追溯到先秦乃至夏商文字的源头。 他

的使用建立在充分掌握的基础上， 所以

并不生硬，可以说是自成体系，别开生面。

与其“爆炒”古文，不如以
平视的态度体会它

面对“文言文写作热”，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汪涌豪说 ：“文言文简切的表

意， 渊雅的意境， 连同动人的节奏和音

律， 自有一段白话文或现代汉语不能到

达的妙处，人们重拾对文言的兴趣，印证

着又一波时势造就的必然， 固然值得欣

喜。”不过，他也指出，文言文不是辞藻典

故的一味堆砌、 之乎者也的穿插点缀，
“文言文有自己特殊的体式要求，有一整

套关于起承转合 、 过接缴结的 义 法 要

求”，对于这些“知识点”，当代人掌握不

多也就不加注意。
基于此，围观的网友更多感叹“雾里

看花”，舆论动辄为写作者冠以“古文奇

才”的名号，这也使得文言文写作进入一

味“戏法”和“炫技”的误区。
一位古文字研究学者告诉记者，即

便是在古文中， 某些生僻字的使用频率

也并不高。文言文写作值得欣赏，但也取

决于何种语境。 尤其是在大众阅读内容

上，可以展示知识贮备，但不能因此而忽

略了接受者的感受， 让冷僻字和生涩用

典成为阅读的障碍。 语言文字既是表达

自我的工具，更是传播思想的载体，我们

不能忘了这样的初心。
汪涌豪认为，对文言文也好，进而对

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 哄抬和爆炒绝

不是尊重， 最好的态度是平视它亲近它

体会它。要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从
近入手、 切己用功最是重要， 体现在日

常、落实于生活最是重要。

上海淮剧团推出筱文艳纪念演出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为纪念淮剧

表演艺术家筱文艳， 上海淮剧团举办系

列纪念活动， 上周末在上海天蟾逸夫舞

台上演 “筱派” 代表作 《女审》， 并举

办相关座谈会。
筱文艳出生于 1922 年 ， 5 岁随父

母漂泊至上海谋生。 依靠侧幕刻苦偷师

学艺的她， 15 岁登台 ， 次年便早早成

名。 在艺术上她博采众长， 善于创新。
淮剧 “三大主调” 之一 “自由调”， 便

是筱文艳同乐师高小毛、 潘凤岭共同研

究， 从 “老拉调” 发展而来的。 座谈会

上，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戴平说： “‘自

由调’ 由筱文艳 17 岁时从哄孩子的催

眠曲中获得灵感创造而来 。 其 行 腔 多

变、 板式灵活的独特演唱风格， 使得淮

剧音乐的表现大大加强。” 此外， 她还

把一些民间小调如 “急心调 ” “八 段

锦” 等加以改造， 运用到戏曲中来， 并

由此诞生 《白蛇传》 《秦香莲》 等多部

代表作。
今年是筱文艳诞辰 95 周年， 纪念

演出剧目 《女审》 是她的经典作品。 该

剧在淮剧传统戏 《女审包断》 的基础上

整理改编， 并于 1960 年拍摄成为同名

戏曲电影 。 不同于 以 往 舞 台 版 本 ， 剧

中突出女性的独立和反抗精神 ， 秦 香

莲学花木兰投军， 立下战功官封都督，
亲自升堂审讯陈世美， 最终大仇得报。
1959 年 ， 该剧首演于黄浦剧场 ， 筱文

艳饰演的秦香莲唱做并重 。 其 中 在 公

堂上痛斥陈世美的三大段 “淮 调 ” 慷

慨激昂 ， 每每演出总能获得观 众 的 热

烈掌声。

文化 公告

《那年今日，听历史说话》在沪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李婷） 由上海音像

资料馆编撰、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多

媒体出版物 《那年今日， 听历史说话》
日前在沪首发。 该书是上海音像资料馆

将海量馆藏音视频资料， 以不同媒介形

式产品化的一次新尝试， 赋予了历史音

像资料 “二次生命”。
全书共 70 万字， 以广播节目 《历

史上的今天》 的文稿为基础， 讲述曾经

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与一般历史类书

籍不同， 该书不仅有文字阐述， 还创新

性地运用了二维码技术， 读者通过手机

扫描书籍页面上印刷的二维码， 便可聆

听相关主题的珍贵历史原音。
以刚刚过去的 6 月 14 日为例， 83

年前的这一天， 是中国首部在国际上获

奖的故事片 《渔光曲》 首映的日子。 据

记载， 当时的上海正经历着有气象记录

60 年来的罕见高温 ， 闷热的天气让人

们不敢轻易外出， 上海各大影院的生意

异常惨淡， 《渔光曲》 的出现打破了冷

清的局面。 该片于 1934 年 6 月 14 日在

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 ， 首轮放映了 40
多天， 创下了当时国产片连续放映的新

纪录。 这部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电影先

河的作品， 也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

奖的故事片———在 1935 年举行的 “莫

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 该片获颁荣誉

证书。 该片的同名主题曲也火遍大江南

北， 十几万张唱片被一抢而空。 《那年

今日， 听历史说话》 一书， 不仅用文字

描述了 《渔光曲》 当年上映时的盛况，
还插入了该片导演蔡楚生的女儿蔡晓云

回忆父亲的音频资料， 以及当年还是中

学生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对该

片主题曲的回忆音频资料， 读者只需用

手机扫描书上的二维码， 便能听到历史

原音。
据悉， 上海音像资料馆同时正式启

动了 “上海解放 70 周年” “上海改革

开放 40 年” “上海电视 60 年” 等三大

主题历史音像资料的社会征集活动。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下月开幕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第 10 届上

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将于下月 正 式 开

幕， 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台优

秀儿童剧参演剧目陆续登陆申城舞台，
伴孩子们度过一个精彩假期。

开幕大戏为 2016 上海优秀儿童剧

展演优秀剧目奖获奖作品、 由中福会儿

童艺术剧院创作出品的 《泰坦尼克号》。
该剧以 “泰坦尼克号” 沉船事件为故事

载体， 叙述了三只猫和一群老鼠在灾难

面前的种种表现， 用小动物的视角演绎

了普通人生命中的亲情和友谊。
展演剧目丰 富 多 样 ， 涵 盖 了 木 偶

剧、 独角戏等多种表现形式， 将以不同

凡响的创意点燃孩子们的想象力。 黎巴

嫩哈亚剧团的 《1001 朵玫瑰》， 以著名

印象派艺术家作品为灵感， 将绘画与影

像艺术结合呈现春夏秋冬四季的斑斓壮

阔。 阿根廷欧玛·阿瓦瑞兹剧团的木偶

剧 《坚强的小锡兵》 根据安徒生童话改

编， 通过木偶、 光影、 人偶相结合的方

式， 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勇气的故事。
以色列鲁迪·泰米尔剧团的滑稽独角戏

《四个寓言和一位女王》 、 日本影法师

剧团的音乐故事 《年糕树》 和人体影绘

《在这个手指上停下来》 等精彩剧目也

将一一亮相。
此外， 展演秉持公益性的原则， 以

最高 150 元的票价， 鼓励家长带着孩子

们走进剧院， 感受戏剧的魅力。
今年恰逢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

伯吹逝世 20 周 年 ，由 中 福 会 儿 童 艺 术

剧院与宝山区少年宫的小学生 共 同 创

排的 、根据陈伯吹代表作 《一只想飞的

猫 》 改编的儿童剧也将亮相本 届 戏 剧

展演 。

是什么让“莫里哀”长演不衰
现代版《吝啬鬼》将亮相上海大剧院

在法国喜剧泰斗莫里哀的 《吝啬

鬼》 中， 充满着贪婪、 金钱和克扣。
除了金钱， 其他东西不再拥有价值，
作家笔下的某些人为了得到金钱， 不

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由此产生的

强烈的喜剧性和荒诞感， 使得此剧自

1668 年 首 演 以 来 ， 尽 管 经 历 了 300
多年的岁月洗礼， 至今仍是世界各地

戏剧人争相排演的作品。 下周， 法国

兰斯喜剧院将携现代版 《吝啬鬼》 亮

相上海大剧院。
在 《吝啬鬼》 中， 主人公阿巴贡

是高利贷商人， 他贪婪吝啬， 爱钱如

命， 与他的儿女形成尖锐的矛盾。 莫

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 封建统治日

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 莫里哀出生于

富裕家庭， 却同情劳动人民， 笔锋所揭

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 无病呻吟的地

主、 冒充博学的 “才子”、 还有靠剥削

起家而力图 “风雅” 的资本家， 以及利

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
“喜剧性强烈却又张弛有度， 使人

物关系的苦涩和故事的荒诞性变得更加

强烈。” 导演吕多维克·拉加德， 在该剧

在海外演出时这样评价莫里哀的经典剧

作。 “在读 《吝啬鬼》 的同时， 我立刻

就想到可以将它以现代的服装、 舞美和

现代背景下呈现出来。 《吝啬鬼》 的绝

对主题———金钱， 不仅在资本主义萌芽

时期是一个新兴的话题， 在当今的语境

下， 也可以成为戏剧冲突的中心矛盾。
而作品中着重表现的代际冲突， 阿巴贡

让他的孩子们屈服于他对利益的追求，
禁止他们选择自己的未来。 对于现代社

会而言， 依然一个很好的主题。”
年轻人穿着时髦的现代服装， 身材

矫健的阿巴贡， 涂着红唇推着登机箱的

新时代媒婆……兰斯喜剧院版的 《吝啬

鬼》 会让观众暂时遗忘这是一部 300 多

年前的剧作。 与传统《吝啬鬼》版本将阿

巴贡处理为剧中主要的反面角色不同，
此次舞台之上，每个角色都有些灰暗，导
演试图借用舞台语汇， 将金钱和物欲所

产生的破坏作用展现在观众面前。
“阿巴贡是一个商人、 一个高利贷

者， 他是家庭企业的一把手。 因而， 我

决定在他的家 中 即 在 舞 台 上 堆 满 货

物。 他的孩子和家中的仆人尽数为他

对金钱的痴迷而服务， 花销降至微乎

其微， 以积攒尽可能多的钱。” 舞美

与导演的风格相得益彰， 舞美设计安

托 万·瓦 尔 斯 曾 对 海 外 媒 体 表 示 ，
“于我而言， 该剧的挑战就是要原封

不动地使用莫里哀的原文， 同时以现

代美学的手法重现强大的喜剧力量。”
阿巴贡的家被设置成一个仓储中心，
放眼望去只有或高或低码放得整整齐

齐的货物， 仆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货、
验货、 运货， 金钱不眠日夜不歇地运

作。 演员们则以一种十分现代的表演

技法演绎莫里哀的作品， 试图让当代

观众体味到这种尖锐的幽默。

这幅画能看到吴湖帆艺术风格的转变

青绿山水代表作《万松金阙》首次亮相拍场

本报讯 （记者范昕 ） 朵云轩 2017
春拍即将揭幕。 其中， 海派书画大家吴

湖帆的青绿巨制 《万松金阙 》 最 为 亮

眼。 这幅作品曾为香港知名藏家朱昌言

的旧藏， 此次是首度现身拍场。 其间蕴

含的博古通今的尝试， 引发圈里圈外的

关注。
近现代历史上， 吴湖帆是海派画坛

乃至江南画坛现象级人物， 集绘画、 鉴

赏、 收藏等所长于一身， 其中他的绘画

以雅腴灵秀 、 清韵缜丽的风格 自 开 面

目。 在业内人士看来， 吴湖帆此次上拍

的 《万松金阙》 算得上其 “青绿一号”
作品。 作品创作于 1938 年， 正值吴湖

帆青绿设色山水画创作盛期。 青绿设色

中间杂着金碧， 画面极尽丘壑之美， 或

用没骨渲染， 得淡荡明艳之致， 或用解

索 、 披麻 、 斧劈诸皴 ， 得深厚 浑 穆 之

气。 高约 1 米、 宽约半米的大尺幅， 在

这位画家的作品中也堪称少见 。 早 在

1941 年出版的 《梅景书屋师生父子第

一届画展全集》 中， 这幅作品就曾登上

封面， 可见其重要性。
包括 《万松金阙》 在内的一批创作

于 1930 年代后期的青绿山水， 让吴湖

帆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也正

式奠定他在江南画坛的 “盟主” 地位。
1930 年代以前吴湖帆的作品其实是色

彩甚少的。 他早年的画风以水墨浅绛的

“四王” 风格为筑基， 这也是很长一段

时间画坛的风潮 。 1930 年代后 ， 吴湖

帆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审查委员。 当得缘

饱览大量常人难见的宫廷内府藏画， 他

的眼界为之大开， 不由惊叹于宋元及其

以前， 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着相当讲究的

色彩。 据说， 一次吴湖帆在仔细查看一

张南宋画家赵伯驹的山水画残片之后，
参透了青绿设色的画法奥秘。 原来， 这

是多层上色叠加之后产生的神奇效果。
他开始将这样的画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

中， 青绿水墨兼收并蓄， 摆脱一家一派

的束缚。
在《万松金阙》中，除了吴湖帆在青

绿设色方面的创新， 还有将青绿与金碧

设色在同一张画上的结合运用， 融宋人

的大青绿与唐人的勾金于一炉。 山石染

色用青绿矿物色层层渲染， 而松杆、石

纹、屋舍、远山、茅草则用真金研粉做颜

料勾填皴染， 显得既富丽堂皇又清逸雅

致，整个画面洋溢出蓬勃的生机和喜气。

尚 长

荣 主 演 的

《 霸 王 别

姬》剧照。

法国兰斯喜剧院的现代版《吝啬鬼》中，阿巴贡的家被设置成一个仓储中心。 （资料照片）

海派书画大家吴湖帆的青绿巨制 《万松金阙》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