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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现代舞《大甩卖》本月将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图为《大甩卖》剧照。

以色列现代舞《大甩卖》将首登中国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 去年 10

月，来自以色列的巴切瓦舞蹈团带着《十
舞》首登中国，让观众见证了以色列舞者

独树一帜的风格与雄厚的实力。 本月兼

任基布兹现代舞团排练总监、 驻场编舞

的艾姚·达东，即将带着他创办的嗖舞团

现代舞《大甩卖》，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大剧场进行中国首演。
以色列的现代舞在国际舞蹈界有着

公认的重要地位， 而在世界各地的知名

现代舞团中， 也始终活跃着一群蕴藏无

限可能性的以色列舞者， 这被人们称为

独特的“以色列现象”。 《大甩卖》是以色

列嗖舞团的成名作 ，2016 年 12 月首演

于以色列国际舞展。 这部作品给来自世

界各地的舞蹈艺术家、 舞蹈观众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与由精华片段组合而

成的《十舞》不同，《大甩卖》是一部完整

的、风格诙谐的专场作品，其“黑色幽默”

将给观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演体验。 作

品调侃一切具有挑战性的事物———生活

中的挑战，社会中的挑战，资本的挑战，
人类行为与行为导致的结果的挑战，并

将融“热情与冷酷、身体与灵魂、游戏与

规则、销售与消费”于一体。
在舞台上，有严肃认真的表情，也有

滑稽有趣的动作，还会出现面包机、微波

炉、爆米花等令人匪夷所思的道具。 《大
甩卖》 试图以幽默手法诠释生活中充斥

着的“消费主义”，并引发观众反思：人性

是否可以像商品一样贩卖、流通？
在以色列， 有并称为三大现代舞团

的巴切瓦舞蹈团、基布兹现代舞团、维帝

戈舞蹈团， 曾效力于这三大舞团的众多

年轻有为的“明日之星”，正源源不断地

输出着自己的作品。艾姚·达东就属于其

中一员，在此番沪上演出中，他还将亲自

上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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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熙涵

可叹“热词”类畅销书，
只有书名是干货

许旸

最近，又一“现象级”书名词汇《灰
犀牛》 屡屡出现在商业话题帖子中，
“当你看到犀牛来到你面前时，就已经

太晚了”———听上去是不是挺振聋发

聩？ 这本由美国经济学人撰写的著作

探讨生活中的大概率事件， 教导人们

防患于未然。 不过比起此前聚焦“小

概率危机 ”的 《黑天鹅 》一书影响力 ，
“灰犀牛”被不少网友吐槽“仅仅炮制

出热门新奇概念， 杂糅了一些畅销书

观点 ，但论证欠缺力量 ”，有 “商 业 鸡

汤”之嫌。
策划一个“爆款”热词、用一套框

架把概念演绎 出 来 、 再 混 搭 各 种 案

例———有学者直言， 眼下的图书市场

上， 一些商业经管类、 思维认知类图

书， 都有着类似的写作和营销套路。
《大象与跳蚤》《别让猴子跳回到背上》
《鱼： 一种激发工作热情的绝妙方法》
《风口上的猪》《猫型员工时代》《成为

领导羊 》，看这些书名 ，倒 是 挺 别 致 ，
但针对书中具 体 内 容 的 评 分 就 高 低

有别了。 难怪有网友开玩笑称，畅销

书作者接下来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

就是“留给他们的动物不多了”。 其中

一些书因“内容太水，干货太少”饱受

诟病，甚至有读者发出“只有书名是干

货”的哀嚎。
本来，在信息高速流动、多方抢夺

注意力的互联网传播时代， 创造一个

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词或书名， 是作者

和书商揣摩捕 捉 市 场 热 点 的 必 备 本

领，也是一本书的成功之处，但一些图

书似乎仅仅止步于做“标题党”，而忽

略了对整本书的“走心”构思与书写。
有网友总结出几大惯用手法：新

瓶装老酒，文本并无多大创新，无非重

新提炼一个新概念夺人眼球， 比如披

着 “灰犀牛 ”外衣 ，谈的无外乎 “拖延

症”“行为经济学”等，让不少读者买回

去 “大呼上当”———车轱辘话反复讲，
例证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进一步思考，
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好像什么也没说。
论证不够严密，逻辑力量薄弱；还有的

书索性是复制粘贴网上资料“攒”出来

的“洗稿”之作，而其引用例子在网络

渠道随处可见，就东拼西凑包装一番，
有 些 还 在 腰 封 上 大 言 不 惭 地 秀 出

“受××学院隆重推荐”“世界 500 强企

业高管必修课程”等广告语。
在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技术浪潮

面前， 不少人的信息焦虑与知识渴求

迫切需要释放， 这就容易让一些书或

观点被过度吹捧、炒作，迎合公众的一

些生造拼装概念层出不穷。 不少 “金
句”被奉为奋斗语录，但却忽略了其根

植的具体语境。 比如人们曾经耳熟能

详的“引爆点”“一万小时法则”等畅销

书鼓吹概念，就被专家斥为“商业版琼

瑶”———好吃、好看，概念花哨，但没啥

营养。 所谓投入一万小时人人皆可出

师，就被批评存在误导，因为如果不考

虑个人天赋潜质及周边环境， 生搬硬

套硬拼数万小时，那一定会误人子弟。
这也暴露出一些畅销书推手的 “简单

粗暴”，毕竟优质图书是需要精耕的精

神产品，而不是蹭个书名或观点热度、
随即一弃了之的快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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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诗成为网文新“爆款”
《六神磊磊读唐诗》遭遇两极化风评

“六神磊磊读金庸” 系列火了后，
六神磊磊又读起了唐诗。 近日， 《六神

磊磊读唐诗》 出版了， 作者曝在公众号

上的对于唐诗及诗人的解读文字变成了

白纸黑字的存在， 这些 “10 万+” 加持

的文字一经集结出版， 便成了 “爆款”，
引发不少网友热传热议。 有人在网上感

慨说 “在轻阅读时代， 六神磊磊读唐诗

有趣、 有料、 涨姿势、 有态度”； 甚至

被称为 “草根英雄”。 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学界对这位年轻写手的文字几

乎无人叫好， 来自专业领域的漠视似乎

显而易见。

戏说唐诗，读者大呼过瘾

《六神磊磊读唐诗》 的定位是本唐

诗入门读本。 作者用了两年的时间， 写

就了一个诙谐深情的 “唐诗三百年 ”。
经过他别出心裁的构思， 唐代诗歌背后

的起转承合和诗人间的故事大多是 “戏
说” 成分。 在六神磊磊的叙述中， 一个

个唐代诗人 “刷着朋友圈， 喝酒撸串，
在人世间策马奔腾”。

比如在介绍唐代大诗人王维时， 他

的切入是这样的： 那时长安的娱乐圈竞

争很激烈，最红的一个新人叫做张九皋，
此人不但有才，而且很有后台。他有个亲

哥哥叫做张九龄， 是大唐诗歌俱乐部常

务副主席。更要命的是，这个张九皋还得

到了当时大唐文艺女青年俱乐部名誉主

席———玉真公主的青睐， 已经内定了要

当选秀冠军。 然而我们的白衣少年毫不

畏惧。 他提着吉他， 啊不， 是琵琶， 傲

然走上了舞台， 开始演奏。 要知道， 那

时候的琵琶只有四个音位， 远远没有现

在表现力强， 但那又怎样呢？ 有才就是

任性。 公主当场给他出了一道题：“十秒

之内写一首诗， 必须要有爱情、有暖男、
有季节、有地理、有植物、有王菲。 ”我们

的白衣少年脱口而出： 红豆生南国，春

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玉

真公主顿时泪流满面。 她说出了改变少

年一生命运的话：“I want you! ”旁边的

导 师———大 唐 诗 歌 俱 乐 部 主 席 小 声 提

醒：“公主， 之前您要内定的冠军张九皋

呢？”公主满脸无辜：“张九皋是谁？”这个

白衣少年，叫做王维。
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 读者、 网友

大呼过瘾， 一不留神， 唐诗被他解读成

了网文 “爆款”。 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

诗， 也给中学生、 小学生面对面讲过，
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 而对于这股

唐诗 “新势力”， 学界的看法却截然不

同。 在采访中， 许多专家学者均表示没

看过 “爆款 ” 文字 ， 对新书也 没 有 兴

趣。 还有人指出， 这种文字的实质是借

唐诗来做自己的文章， 个别段落甚至有

为博眼球 、 哗众取宠的嫌疑 。 更 有 甚

者， 直接指出这种带有鲜明个人观点的

戏说， 如果堂而皇之地进入课堂， 难免

有误导年幼学子的嫌疑。

剑走偏锋，学者泼“冷水”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新旧五代史修订主持者陈

尚君笑称自己也曾转过六神磊 磊 的 文

章。 当时觉得他对杜甫诗词的表达与一

般人不同， 有点意思。 但细看之下， 整

体虚构的东西太多， 无论是文本、 事实

还是人物 ， 和真正的唐诗鉴赏 相 去 甚

远。 在他看来： “六神磊磊的文字究其

本质， 是属于他个人的 ‘创作’， 是拿

唐 诗 作 IP， 实 际 上 跟 唐 诗 没 啥 关 系 。
他的好多叙述的事实都是没有历史根据

的。 比如他写的玉真公主与王维的事，
都是虚构的， 历史上也并不存在。”

据陈尚君 透 露 ， 近 些 年 来 一 些 学

者包括自己认识到了传统文化 普 及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也 为 此 做 了 一 些 工 作 。
比 如 他 已 经 发 表 了 20 多 篇 相 关 的 文

章 。 考虑到传播性 ， 写这些文 章 的 时

候， 他也会要求自己写得更轻快一些，
但这仅限于文字的表述上， 但凡涉及到

一点点虚构的内容 ， 那都是要 在 文 中

注明的。
毕竟， 严谨是治学的第一要义。 在

陈尚君目之所及之处， 现在能写些为年

轻人喜欢的文字的人大有人在， 他们读

了一些书， 也有一些功底， 但是他们的

文字有些仍是经不 起 推 敲 的 ， 他 们 所

谈 论 的 东 西 ， 也 大 多 是 似 是 而 非 的 。
这就跟用金庸的武侠来研究历 史 是 一

样的 ， 谁会根据武侠小说来了 解 历 史

呢 ？ 在这样整体 架 空 的前提下来说唐

诗， 多的是剑走偏锋， 实质是 “虚构”，
这种文化普及极易造成公众对读唐诗的

最终 “走偏”。
如此看来， “爆款” 写作是典型的

公号文字， 也许留在网上更合适一些，
但把它们集结成书来发行， 成为畅销书

不难， 只是若要定位于大众文化普及，
未免合适。

文化

六神磊磊本名王晓磊， 曾是新华
社重庆分社的记者。 2013 年， 他注
册微信公号 “六神磊磊读金庸”， 并
发布了第一篇文章 《教主最不虔———
读<笑傲江湖>之一》。

连发七篇类似文章后， 他的 《金
庸、 古龙、 鲁迅会怎么写 “爸爸去哪
儿”》 被 “爸爸去哪儿” 节目组转载，
点击量首次冲高。 到 2016 年 ， “六
神磊磊读金庸 ” 已经有超过 200 万
粉丝， 年度广告收入过百万。 借点评

金庸小说， 王晓磊写小人物的命运和
求之不得的爱情， 也写雾霾、 房价和
名人。 舆论场上每有热议话题， 粉丝
们都会给他留言 “这事磊磊你怎么
看”。 如今， 王晓磊的新书 《六神磊
磊读唐诗》 又拿起了唐诗、 诗人和诗
史说事儿，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帮你
翻过唐诗那道墙， 折出几支带露的花
来， 拿给你看”。 未来， 他还将参与
制作一款名叫 “能和孩子一起听的唐
诗课” 的付费内容产品。

相关链接

穿过爵士，看见世相众生
———谈大热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舞台的传奇乐手温顿·马萨利斯

张舒然

2017 年 上 海 夏 季 音 乐 节 期 间 ，
美国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温顿·马萨

利斯率领林肯中心爵士乐团造访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 并与纽约爱乐乐团

携手演出马萨利斯于 2016 年受乐团

委 约 的 新 创 作 《 第 四 交 响 曲 “ 丛

林”》。 可能不为人所知的是， 马萨利

斯 16 年前曾经造访过上海， 但当时

囿于观众对音乐厅的距离和对爵士乐

的了解， 并没多少反响。 时过境迁，
如今上海的艺术环境已经堪称业界标

杆， 两个晚上演出的轰动效应不仅横

扫了爵士乐圈， 也吸引了无数爵士圈

外人。
如果仅仅是一位技巧超绝的小号

手 ， 马萨利斯 也 担 不 起 “传 奇 ” 之

名。 生于顶尖爵士乐家庭的马萨利斯

却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接受了古典小号

传统训练， 这给了他与其他爵士音乐

家不可比拟的特殊道路。 他在上世纪

爵士乐最受摇 滚 排 挤 的 时 代 横 空 出

世， 成为没落时代里， 以一己之力挪

移乾坤的上帝式人物。 出道至今， 斩

获无数奖 项 ， 出 版 上 百 张 唱 片 、 17
本著作， 跨越古典与爵士两界， 又经

常与各类世界音乐合作。 更夸张的是

他还在 1997 年以爵士风格的清唱剧

《田野上的血迹》 获普利策奖， 这一

通常由古典音乐作曲家获得的著名奖

项。 除了大量的爵士创作， 与探戈、
非洲音乐等各 类 地 区 音 乐 的 合 作 尝

试， 他还创作了融合爵士和古典乐的

不少作品： 包括爵士组曲、 协奏曲、
交响曲、 甚至弥撒和舞蹈音乐。 而作

为艺术总监， 马萨利斯仅用了七年时

间就把林肯中心爵士乐团从籍籍无名

变成世界顶尖。
而谈到马萨利斯和他的林肯中心

爵士乐团在今年夏季音乐节 MISA 上

的两场音乐会， 用无与伦比这样的词

语恐怕都显得苍白。 这是纯粹爵士创

造精神的展现， 更是美国自由精神的

淋漓尽致的表 达 。 在 第 一 场 音 乐 会

里， 马萨利斯坐在后排， 在每首曲目

之中穿插介绍， 从早期爵士到拉格泰

姆， 也少不了艾灵顿大乐队的经典曲

目 ， 以 及 吉 尔 斯 比 的 Bebop 风 格 ，
还有序列式的实验风和拉丁风格， 几

乎是一部爵士音乐史的集成。 风格变

化之多， 即兴的精彩程度令人瞠目。
而在第二场中， 正式曲目单之后由爵

士乐团即兴安可倒成了乐手过招的精彩

时刻， 贝斯手向旁边的纽约爱乐乐团乐

手发出对决的邀请， 一位低音提琴手接

招， 双方上演了几个回合的即兴。 古典

乐手与职业爵士音乐家 PK 的胜景， 让

人过足了瘾。
面对爵士百年来大起大落的历史，

马萨利斯说： “我不觉得爵士乐需要被

拯救。” 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成： “经

典永不过时。” 他抱持着经典化的观念，
坚持传统爵士 ， 拒绝融合 （fusion） 风

格。 不过他也同各类音乐风格合作创出

新的东西 。 这种音乐观看上去 有 些 矛

盾， 骨子里透露出的依然是严肃艺术家

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的态度， 就像当代

人对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崇敬一样。 单就

这一点， 马萨利斯就已经同那些尝试各

种实验， 甚至陷入迷幻的爵士人划清了

界限。
此 次 上 演 的 《 第 四 交 响 曲 “ 丛

林”》， 恐怕就是马萨利斯这种艺术观的

最好诠释。 全作充满了各种向前辈致敬

的痕迹 。 作为庆祝纽约爱乐乐 团 成 立

175 年的委约作品， 可能没有什么能比

爵士更能表达纽约这座城市的精神。 而

“丛林” 一词， 显然来源于爵士乐最重

要的人物艾灵顿公爵所创造的 “丛林风

格”。 艾灵顿公爵带着这种风格令爵士

登上了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整部作品的

爵士音乐大量使用了 “丛林风格”， 以

及西班牙音乐在内的多种类型的融合。
就像爵士乐本身的即兴一样， 整部作品

仿佛是一个又一个即兴的瞬间， 同时又

是音乐叙事的一部分。 爵士乐队与交响

乐的互相融合上， 马萨利斯毫无疑问地

选择沿着格什温、 伯恩斯坦的遗风继续

前进。 尤其在乐队全奏的瞬间， 《西区

故事》 的影子近乎处处可见。 一支完整

交响乐队与爵士乐大乐团的大编制一起

表现他对这部作品的宏大主题： 一部六

乐章构成的， 讲述纽约这座城市从印第

安人的原始血脉开始， 欧洲移民进入，
到 20 世纪的商业时代给这座城市的人

所带来的差距与迷茫， 以及对当下这个

数字时代里对利润的追逐， 还有无可战

胜的歧视与不公。
不过， 同伯恩斯坦作为古典作曲家

运用了爵士元素所不同的是， 马萨利斯

的这部作品里， 爵士乐的位置要比乐

队重得多， 也就是说， 这是一部真正

的以爵士语言写成的交响曲。 它将古

典的形式与爵士的精神结合， 将之打

造成为一部爵士的“纽约史诗”。 这部

史诗是如此的真实与灵动。此时，音乐

所关心的不仅是个人的灵魂与情感，
而有放之于当下、 放之于人类未来与

生存的情怀。 如果说艾灵顿公爵、查

理·帕克等大师将爵士从乡野带入庙

堂， 而马萨利斯则进一步赋予爵士音

乐以宏大叙事的力量。 就像在这首交

响曲最终， 马萨利斯为自己留下了一

个长大的小号独奏空间。 他几乎用令

人难以想象的炫技完成一种意义的表

达：当这座城市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
看得见孤独与伤感， 也看得见未来的

希望。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当马萨

利斯这样的音乐巨人用一种立足于时

代与生活的态 度 站 在 我 们 面 前 的 时

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够强大。而
他就如同一面镜子， 多少折射出当下

音乐创作的某些虚无与焦虑。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市中小学生课本剧汇演举行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童心向

着共产党， 演绎中国好故事———‘龙华

魂 ’ 上海市中 小 学 生2017年 课 本 剧 汇

演” 日前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举行。 本次

活动汇集全市35所中小学、 近400名学

生参与 ， 人数与前两届相比增 长 了 四

成， 以戏剧的方式展开爱国主义教育，
正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关注和认可。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有五所小学和五

所中学的节目脱颖而出， 在中福会儿童

艺术剧院老师的专业指导下， 学生们在

表演、 服装和舞美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在决赛现场不断给观众带来惊 喜 。 最

终， 小学组冠军由杭州路第一小学演出

的 《飞夺泸定桥》 获得， 中学组冠军花

落顾村中学演出的 《恰同学少年———战

火中的大学生》， 另外四个表演奖项也

一一揭晓。
自2006年 首 次 创 办 以 来 ， “龙 华

魂 ” 课本剧汇演活动已连续举办 了13
届， 荣获 “上海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特色

项目奖” 等多个奖项。

“新海派”“新徽派”沪上深度交流
本报讯 （记者李婷）“新海派、新徽

派”中国画名家邀请展日前在上海市文

联展厅揭幕 。 这是近年来沪 皖 两 地 美

术界一次较高层面的集中展示和交流，
共展出两地近 60 位艺术家的 140 余件

作品。
展览以“新海派”“新徽派”已故艺术

大师的精品力作为序篇，展示了刘海粟、
关良、林风眠、萧龙士、孔小瑜、光元鲲等

的作品。 紧随其后的 40 后到 70 后画家

的画作， 则向人们呈现了上海与安徽两

地中国画创作的最新创研成果。
上海、安徽同属长江流域，自古文人

往来频繁，文风文脉相通。在中国美术史

上， 海派与徽派绘画均创造了世人瞩目

的卓越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与

安徽曾同属华东行政区，由上海、安徽、
浙江、福建等省市美术家于 1954 年在上

海成立的“华东美术家协会”，刘开渠任

主席，黄宾虹、赖少其、丰子恺、米谷任副

主席。 而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海

派”与“新徽派”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

战， 共同肩负着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发展

的重任。“新海派”之“新”，是继承清末民

初海上中国画学的海派艺术 特 征 而 在

20 世 纪 后 半 叶 形 成 的 新 的 创 作 风 貌 。
“新徽派”之“新”，是继明清在安徽辖内

出现的新安画派、 黄山画派和姑熟画派

之后于 20 世纪后半叶生成的具有一定

徽派面貌的新的创作趋向。

马萨利斯生于顶尖的爵士乐家庭，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接受了古典小号传统训练，出道至今斩获无数奖项，出版

了上百张唱片、17 本著作，1997 年以爵士风格的清唱剧《田野上的血迹》获普利策奖。 （资料照片）

精品意识催生《时空之旅》重装升级
（上接第一版） 作为 《时空之旅》 的升

级版 ， 届时 ， 一台演出十二三 个 节 目

中， 将有七八个是全新的。
记者采访中看到正在另一个排练厅

排练的节目 《跳板》， 这正是 《时空之

旅 II》 将 推 出 的 新 节 目 。 与 《跳 板 蹬

人》 一样， 《跳板》 也是上海杂技团的

保留节目。 不过， 现在的 《跳板》 就是

单纯的 “砸” 与 “跳”， 动作相对单调，
观赏性不强。 这次设计 《跳板》 的升级

版， 团里参考了国外最新跳板节目的编

排。 届时， 这个 《跳板》 节目中， 不但

将 “砸” 与 “跳” 的动作连贯了起来，
还会增加空中转体 、 翻腾 、 接 人 的 动

作， 可看性大大增加。
一个大型杂技节目， 七八分钟已经

是极限。 但从前期的论证、 设计动作，
到后期的选角、 道具制作， 就得花上半

年时间。 “比如， 单单那一块跳板， 里

面的道道就很多。” 从表面上看， 跳板

犹如一个加大码的跷跷板， 由一块木头

做成， 看上去朴实无奇。 “其实， 挑选

跳板的材质 ， 我们就实验了很多次 。”
蔡荣华告诉记者， 新的 《跳板》 演员有

男有女， 这块跳板得适应所有演员的力

度和体重 ， 它的韧性和弹性尤 其 有 讲

究。 以前的跳板是由玻璃钢做的， 不同

的演员上台要调节不同的力度， 很不方

便， 也无法适应新节目对连贯表演的要

求。 这次团里经过多次试验之后， 才最

终定下用榉木来制作这块大跳板。
这一切都只是第一步。 每一个大型

节目的推出， 演员们都要练上两年甚至

更长时间。 除了 《跳板》， 其他的新节

目也正在向前推进。 大修之后， 升级版

《时空之旅 II》 就要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