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杜湘涛摄

世界名著卡通化迅速“圈粉”孩子们
《巴黎圣母院》有了“动物版”，“钟楼怪人”爱上百灵鸟

日前， 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

院（以下简称“中福会儿艺”）推出的年

度大戏《巴黎圣母院》在马兰花剧场首

演，吸引了众多上海家庭前来观看。
世界文学经典《巴黎圣母院》中貌

丑却心善的敲钟人卡西莫多， 在舞台

上以一只大猩猩形象出现， 瞬间就点

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吉普

赛少女艾斯米拉达也化身为热情美丽

的百灵鸟， 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洛姆

则变成了一只秃鹫， 这些充满生命力

的“小动物”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美与

丑、正义与邪恶的故事，台下小观众们

看得目不转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儿童剧 《巴黎圣母院》 是中福会

儿艺继 2015 年成功推出 “世界经典

作品系列工程” 的第一部儿童剧 《泰
坦尼克号》后，继续以 “角色动物化、
形象卡通化” 的创作路径打造的又一

部舞台剧作品， 让孩子们得以亲近经

典、 喜爱经典。

经典 “化繁为简 ”走进
孩子的世界

目前， 中国拥有至少 3.8 亿少年

儿童。 儿童剧已成为演出市场最热门

的剧种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寄予

了中国家庭育儿的新希望。 虽然前景

广阔， 但儿童剧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也

暴露出很多问题， 走向了幼稚玩闹与

理论说教两个极端。
中福会儿艺院长、《巴黎圣母院》

导演蔡金萍告诉记者， 市场热衷于舞

台上的技术翻新， 却缺乏蹲下来与孩

子平视的童心、童趣，回避儿童的情感

与心理开发。 今天应该给孩子们看什

么样的儿童剧，值得业内深思。
中福会儿艺剧团两年前便开始投

入 “世界经典 作 品 系 列 工 程 ” 的 创

作。 “就是想让孩子们从小看点好的，
身临其境地感受舞台的魅力、 经典的魅

力。” 蔡金萍说， 目前已列入创作计划

的， 还包括 《悲惨世界》 《堂吉诃德》
等世界文学名著。

为了便于孩子们欣赏与理解， 从首

部作品《泰坦尼克号》开始，主创团队就

确立了“拟人化”的创作思路，同时，做出

符合少年儿童理解力和接受度的改编，
对于儿童剧的创作来说也很重要。 编剧

杜邨剥开 《巴黎圣母院》 原著厚重的语

义， 梳理出了最适合孩子理解的情节和

人物关系。 “故事最后，卡西莫多手里的

那支正义之箭会射向哪里？ 是向每个孩

子提出的问题。因为正义感，是每一个孩

子成长过程中需要养成的重要品格。 ”

孩子散场后在哼唱剧中
的歌曲

演出结束后，很多小观众意犹未尽，
纷纷排队等待和 “卡西莫多”“艾斯米拉

达”合影，有的小朋友还被唱歌时嘴巴一

张一闭的大钟玛丽“圈粉”。
很多孩子散场后依然在哼唱剧中的

歌曲， 从舞台音乐的角度来看， 《巴黎

圣母院 》 是合 格 的 音 乐 剧 。 全 剧 独

唱 、 对唱 、 合唱 歌 曲 达 12 首 之 多 ，
作曲家金复载在为 《巴黎圣母院》 创

作音乐的过程中， 充分调动了各种风

格的曲风。 无论是艾斯米拉达优美的

独唱 《我是一个百灵鸟》， 还是卡西

莫多带有调性变化的 《丑人王》， 抑

或是弗罗洛 “说 唱 风 ” 的 《秃 鹫 进

场》， 都设计处理得通俗明快， 富有

童趣。 从这三个核心唱段中提炼的音

乐动机也贯穿整个剧情始终， 使整部

儿童剧的音乐呈现系统性和强烈的风

格感。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记者 许 旸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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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什么，是花朵的香气

上海国际诗歌节论坛上，诗人阿多尼斯说———

“我想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和

他人 。” 面对主持人 “你为什么写诗 ”
的问题， 87 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在他看来， 人并不

是生来就了解自己的。 通过作诗， 他知

道了自己是谁、 该怎么去爱， 而了解他

人也是完整自我的重要步骤。 在昨天举

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 “你为什么

写诗” 论坛上， 阿多尼斯、 大卫·哈森、
舒婷等知名诗人分享了他们对诗歌的认

识和思考。
1930 年 生 于 叙 利 亚 的 阿 多 尼 斯 ，

18 岁开始发表诗作 ， 迄今为止共创作

了 50 余部作品， 荣获了包括布鲁塞尔

文学奖、 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等多个

国际大奖， 被誉为现代阿拉伯诗歌的代

表。 阿多尼斯在论坛上的发言， 令不少

中国同行颇有感触。 “如果说语言是一

枝花 ， 那诗不是肉眼看见的花 朵 ， 根

茎， 叶子， 而是它的香气。 欣赏一首诗

歌不能只注意花瓣， 而要细心品味其独

有的芬芳。” 在他看来， 人和物、 物和

词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 每一首伟

大的诗篇都是全新的语言， 创作诗歌就

是一次建立新关联的过程。
诗歌意味着什么？ 阿多尼斯在 《诗

之初》 中写道： “你最美的事， 是动摇

天地。 你最美的事， 是成为辩词， 被光

明和黑暗引以为据。 你最美的事， 是成

为目标 ， 成为分水岭 ， 区分沉 默 和 话

语。” 诗不是诗人抒情的工具， 而是人

类精神世界的基石。 “诗歌使我重生，
给了我再次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 ———

他甚至将诗比作了他的再生母亲。
在他看来， 诗人是距离爱最近的群

体。 商人为了利益聚集在一起， 人们为

了讨论过去聚集在一起， 唯有追求爱和

美的诗人 ， 他们 “为了未来 ， 为 了 希

望， 站在了一起”。 诗与爱， 都是人类

通往未知旅途中的伴侣。 诗人写诗， 读

者读诗， 这些都是寻找自我、 探索未知

的方式。
“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

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

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几年前曾来沪

的阿多尼斯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一百

年来，无数诗人在上海寻找灵感，并把它

们刻成文字， 今晚阿多尼斯将在浦江游

轮上领取“金玉兰”诗歌大奖。 上海国际

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赵丽宏透露，未

来该奖将定期在全球范围内评选颁发，
让上海感受来自世界的诗意。

与平凡生活共振，
才是“流行”的最大公约数

一批关注现实生活的新老歌曲，在近期引发线上线下共鸣

人人玩即兴说唱的当下， 一首名

为 《匆匆 》 的 简 单 歌 曲 引 发 网 络 热

议。 这首歌的创作演唱者， 是李宗盛

的徒弟李剑青。 名不见经传的他早在

十多年前就在为黎明、 林忆莲等人创

作 歌 曲 。 在 这 个 乐 坛 浮 躁 的 年 代 ，
李 剑 青 推 出的 《出城 》 《姥 姥 》 等

一批新歌 ， 以 一 种 不 太 像 流 行 音 乐

的 姿 态 ， 安 然 沉 淀 在 人 们 的 心 里 。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长 假里 ， 李宗盛 、 张

艾嘉等乐坛老 将 相 继 登 台 沪 上 ， 当

《童年》 《光阴的故事》 的前奏响起，
依旧能跨越时代， 收获台下年轻观众

无尽的感动。 即便是看似喧闹的嘻哈

创作里 ， 脱 颖 而 出 的 歌 曲 也 并 非 炫

技华丽之作 ， 而 是 当 下 年 轻 人 对 童

年的亲切回忆。
线上线下， 无论摇滚民谣还是嘻

哈蓝调， 创作者都在用丰富的生活细

节与情感抒发， 触动听者。
流行歌曲里从不缺 “聊不完的你

侬我侬”， 可之于创作， 情歌不过是

音乐题材的冰山一角， 海平面以下的

丰富的生活素材有待创作者去开掘。
在意普通人， 关注他们过着怎样的日

子， 替他们收集、 记录现实中的每一

个平凡而动人的瞬间， 恰恰是当下流

行乐坛最亟待补充的力量。 要知道，
能够与普通人共振的， 才是 “流行”
的最大公约数。

经过时间沉淀的字句，往
往藏有引人向上的温暖力量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部的

清醒和一只酒瓶。 ”国庆期间，在沪上演

出的张艾嘉，清唱起《我站在全世界的屋

顶》的开头，台下观众也跟着她大声合唱

起来。距离这首歌发行已经整整 31 年的

时间， 彼时的爱上层楼的少年忧愁仍旧

清晰。还是同台的刘若英道出个中原因：
“她的歌也都慢慢变成了我的心情。 ”于
是这个唱着《很爱很爱你》的“奶茶”刘若

英， 选择在这个年纪这个舞台唱起简单

的歌———与“张姐”合作影片《20 30 40》
的插曲《60 年代》。

耳熟能详的 《童 年 》 《光 阴 的 故

事》 《爱的代价》 重新编曲串烧， 由刘

若英、 黄韵玲轻松演绎， 无一不引发台

下的大合唱。 张艾嘉这样去定义这一晚

的演出： “我们想拿回、 找回唱歌的快

乐， 然后我们想把我们自己这份快乐，
带给现场的观众。”

轻盈的歌声里， 划过等待着下课放

学的童年， 经过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

青春期， 继而是成年后的苦痛挣扎， 在

千帆过尽后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经过

时间沉淀的字句， 在记忆里翻滚， 被重

新唤起， 总能激发出抚慰人心、 激励前

行的力量。
与三位女歌手同属滚石唱片公司的

男歌手，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李宗盛

带领下，推出一首《最近比较烦》，红遍大

街小巷。从工作压力到子女教育，从青年

的乡愁到中年的危机， 一句句自我调侃

不知戳中多少都市人的痛处。 然而“烦”
到最后，几个男声却接连唱着“我不烦”
而笑出声来———因为所有的烦恼来自于

责任，而“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道出烦恼又助人释怀， 难怪张艾嘉

感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而 “老李” 的回答或许是其中的秘诀：
“老李是你哥们儿。” 好的创作者是听众

的知己， 用掏心掏肺的真诚， 小心地将

生活里的涓滴意念汇成芸芸众生情感的

滔滔江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
都应在时代的创作里有所回应

时间在推移， 那些写进歌词里的动

人事物也在发生着变化。
70 后在梦想与乡愁中的徘徊 ， 没

有 《笨小孩》 “十来岁到城市， 不怕那

太阳晒， 努力在 80 年代” 的体力考验，
却一样是奋力生活之余， 偶尔对记忆中

的故乡颇多憧憬渴望。 近期， 李剑青创

作演唱的 《平凡故事 》 《出城 》 《匆

匆》 等歌曲接连在朋友圈刷屏。 继承了

师傅看似散漫的自陈， 却是句句发自肺

腑， 凝结出最真挚的情感。 《匆匆》 里

感慨青春期熬夜冲锋， 因上了高中感到

光荣的少年 ， 在 《平凡故事 》 里 选 择

“硬着头皮千里单骑”。

80 后的心绪迁移到了穿梭城际

的地铁之中。 一首经由李健在音乐真

人秀翻唱而走入大众视野的 《十点半

的地铁》，生动地刻画着深夜地铁的众

生百态：“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

的靠着我睡……对面的大叔， 在鼾声

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 左摇

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 身边的妹妹，
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 ”在歌里，通往

家的地铁成了都市人奔忙一天， 小憩

片刻的心灵驿站：“沉重的，烫手的，在
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 ”

90 后的童年回忆不再是池塘边

的榕树、操场边的秋千，取而代之的是

周杰伦的卡带、校门口的“料理”。选手

小青龙与辉子合唱的原创歌曲《时间》
让 90 后心生悸动：“校门口美味的路

边摊还在不在， 包里塞的小吃那是外

婆给的爱， 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

的卡带。那些年做过的课间操，课桌上

面摆着老师送的铅笔刀， 她教我如何

起跑。我闭上双眼祈祷，我知道努力学

习以后才能把歌写好。 ”
每代人的喜怒哀乐总相似， 可那

些生活的细节与触动记忆的事物却随

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迭。 这些改变，
都应在时代的创作中获得回应。 在制

作徒弟李剑青的专辑时， 李宗盛如是

说道： “我们并没有想着怎么样去打

动 人……我 们 只 是 想 要 探 索 一 个 方

向： 平凡人的处境， 想要， 说出他们

的故事。”

上海博物馆启动首次大修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上海博物馆

昨天全面启动大修， 这是该馆不间断运

营 21 年来的首次大修。 记者获悉， 局

部维修期间实行周一闭馆， 馆内展览则

按原计划照常推出。
“按照原计划， 本来今年 6 月底就

要启动大修， 但考虑到 ‘大英博物馆百

物展’ 和 ‘茜茜公主展’ 的大客流， 博

物馆调整了工期， 等两个展览结束以后

再开始大规模的维修工作。” 上海博物

馆副馆长李峰说。据悉，“茜茜公主展”已
于 9 月 3 日结束展出。 持续火爆了三个

多月、平均排队时长超过 4 个小时的“大
英博物馆百物展”也于 10 月 8 日落下帷

幕。 在 102 天的展出中， 该展共接待观

众近 40 万人次， 创下了多项观展纪录，
成为沪上一道文化景观。 据上海博物馆

馆长杨志刚透露， 大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着眼于当前急需解决的设备设

施与建筑安全问题， 通过局部维修与每

周一闭馆相结合， 消除文物安全隐患，
缓解运行压力。 第二阶段为闭馆大修，
将待上海博物馆东馆建成后进行， 在不

改变现有建筑格局和风貌的前提下， 对

展陈体系和功能布局进行全面调整， 适

度增加公众体验、 公共教育的空间， 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能级。
上海博物馆建立于 1952 年。 位于

人民广场区域的现有馆舍自 1996 年建

成以来， 全年开放， 几乎没有闭馆日。
在 21 年全年无休的高强度运行下， 场

馆建筑和设备设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老化， 有些关键设备处于超负荷运转

状态。 “馆藏文物的属性， 决定了上海

博物馆必须 24 小时处于恒温恒湿的状

态， 这意味着相关的设备、 线路不能停

歇 。” 李峰透露 ， 该馆的大理石外墙 ，
经过多年日晒雨淋， 也出现了松动、 脱

落的隐患。
馆方表示， 力争将大修对展览的影

响减到最低。 据悉， 今年年底前， 上海

博物馆还将推出三个特展 。 其 中 ， 11
月份开幕的 “山西古代壁画展”， 将选

取山西博物院所藏数十幅最具代表性的

古代墓葬壁画， 系统展示山西地区古代

墓葬壁画的艺术成就。 而 12 月揭幕的

“俄罗斯 ‘巡回画派’ 展” 和 “贵霜王

朝的信仰和艺术展”， 将分别呈现 19 世

纪 下 半 叶 俄 罗 斯 的 艺 术 风 貌 ， 以 及

1600 多年前中亚古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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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的价值“溢出”剧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推百余场艺术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记者日前

获悉，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

有 55 项 110 场艺术教育活动在全市展

开。 艺术节艺术教育板块的作用不再是

为了推广演出卖票， 而是要让艺术的价

值 “溢出” 剧场， 成为城市文化和居民

生活的重要部分。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 艺术教育自 2015 年启动至今，
通过亲民的导赏讲座 、 互动体 验 等 方

式， 实现了艺术与市民的 “零距离” 交

融。 今年， 有别于以往偏重 “年轻化”
的受众定位， 处于 “成长期” 的艺术教

育已经在往年的探索实践基础上， 总结

经验并进一步品牌化， 摸索出了一条可

持续发展之路。
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 本届艺术教育更为多元， 以 “精准

化分龄定位 、 精细化分层设计 ” 为 主

旨， 策划了面向学生、 白领、 家庭、 艺

术从业者以及特殊人群的逾百 余 场 活

动 。 例如 ， 面向白领的 “艺术季节 ”，
将城市空间与艺术 体 验 相 结 合 ， 打 造

时下最时尚的文化新地标 ； 针 对 学 生

的 “上海市中小学生合唱艺术 实 践 活

动”， 则以合唱艺术为载体， 以中华古

诗词为主要内容 ， 特邀著名作 曲 家 谷

建芬 ， 并以合唱音 乐 会 的形式传唱谷

建芬的 《新学堂歌》， 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 此外， 还有为艺术从业者量身制作

的 “戏剧训练营”， 通过艺术教育讲座

及系列工作坊相结合的专业平台， 提升

包括学校艺术老师和艺教工作从业者的

综合业务素养等。
本届艺术节教育板块不但在“口味”

上选择丰富，“菜式”也求新求变。除了讲

座与导赏、学生进剧场、艺术工作坊、艺

术进校园， 以及特别活动五项保留板块

外，今年首创“学生观剧团”，将招募并培

育一批大学生、 高中生剧评人全程参与

艺术节， 鼓励学生通过自身视角对艺术

作品进行探讨。

在 唱 不 完 的

“你侬我侬” 之外 ，
流行歌曲更应观照

普 通 人 的 现 实 生

活 ， 用点滴感动听

者 。 从三十多年前

的《童年》，到《60 年

代 》 的都市女子心

声 ， 再到李健翻唱

的 《 十 点 半 的 地

铁 》 ， 莫 不 如 是 。
从 左 至 右 分 别 为 ：
张艾嘉 、 刘若英和

李健。
（均资料照片）

上海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史” 前天落下帷幕。 自 6
月 29 日开展以来， 该展创下了多项观展纪录， 成为沪上一道文化景观。 展览

的最后一天， 依旧有不少观众驻足流连。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中福会儿艺最新推出的儿童剧 《巴黎圣母院》 深受孩子们喜爱。 （中福会儿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