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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认识利玛窦及他的时代

《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李婷）《利玛窦明清中

文文献资料汇释》 日前在上海图书馆徐

家汇藏书楼首发。 该书收录的 400 余种

文献上起明朝中叶、下至清朝末年，全面

梳理了利玛窦来华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

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利玛窦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 1582 年 8 月初抵

澳门，到 1610 年 5 月病逝北京，在中国

的 28 年岁月里，他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

产。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

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化；
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

信、 回忆录， 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 《四
书》，也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

化的中国文化。
据 透 露 ， 关 于 利 玛 窦 的 研 究 ，从

1615 年金尼阁根据 《利玛窦日记 》编纂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算起， 迄今已逾

400 年。 其间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顶

尖研究专家， 出版了一批利玛窦研究的

优秀著作， 有关利玛窦研究的各种论文

发表了不下万种。 此次由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文化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

《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 开创

性地将现已公布和翻译的意大利文及其

他西文的利玛窦资料与所辑录的利玛窦

中文资料融汇比证，让人们从中更清晰、
准确地认识利玛窦及利玛窦时代。

全书共分 “碑传”“序跋”“公牍”“述
论”“诗柬”“杂纂”六卷，内容主要涉及利

玛窦的生平介绍、在华活动、著述思想及

中国社会的反响与评价。 该书所收录的

史料，来自全球各大图书馆、各种数据库

及各地方私人藏书中的 400 余种文献。
对于利玛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作者汤

开建作了严谨考证，包括文献版本、史实

及一些与目前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同时，
该书还收录学术界关于利玛窦研究的最

新学术成果，如刘承范的《利玛传》，徐时

进的《鸠兹集》，王同轨的《耳谈类增》，利
玛窦 、徐光启的 《开成纪要 》，周献臣的

《莺林外编》，朱怀吾的《昭代纪略》，魏渠

斌的《药房偶记》，应撝谦的《天主论》，刘
凝的《天学集解》等，弥足珍贵。

业界专家指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

献资料汇释》的出版，弥补了利玛窦相关

文献搜集和整理之不足， 为研究者提供

众多珍稀的文献材料，对方兴未艾的“利
学”研究将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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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养身，歌养心”
千年侗歌飞上大银幕

电影《侗族大歌》从1000多首侗歌里挑选24首，汇成一支爱情长歌

电影曲终人散， 耳边还有音乐环

绕———看过影片 《侗族大歌》 后， 这

几乎是观众的共有情绪。 人们脑海里

浮现的， 除了片中主人公长达 60 年

的 “爱一人终一生”， 还会夹杂其他

电影的画面， 比如 《阿诗玛》 《刘三

姐》 《百鸟朝凤》。 这些作品的相近

之处， 就是站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回望传统艺术的根脉。

近日上映的 《侗族大歌》 里， 导

演不仅把镜头对准一方水土， 绘就侗

族村寨里爱情的美景； 她更借用电影

这个世界共通的艺术样式， 把 “只能

用心灵捕捉到” 的世界级非遗侗族大

歌， 唱给世界听。
故事的脉络很简单， 几位侗族青

年用尽一生为爱守候， 一支支初恋时

唱的侗族大歌， 成为穿越时光不变的

心灵密码。 看片时， 不少观众为真情

落泪。 导演丑丑说： “侗族人民的淳朴

感情 ， 如贵州山水般清澈 。” 在侗寨 ，
一生只爱一个人， 一首情歌只为一人而

唱， 这样的故事并非特例。 影片女主角

阿莲的原型， 就是侗族家喻户晓的 “五
朵花” 之一。

在业内人士眼中， 这位侗族女导演

的可贵之处 ， 在于表现了完整 的 民 族

性 。 侗 族 三 宝———鼓 楼 、 大 歌 、 风 雨

桥， 悉数走到了大银幕上。 尤其是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侗族大歌 ， 以类似音

乐剧的形式在银幕上找到一种新姿态。
千年侗歌， 因为多声部、 无乐谱、

无指挥而令世界叹为观止， 在中外民间

音乐中都极为罕见。 在云贵的侗寨里，
这支人声天籁常被视为侗族文化及其精

神的凝聚载体。 侗族人这样形容他们的

大歌———“清泉般闪光的音乐， 掠过古

梦边缘的旋律 ”， 他们常说 “饭养身 ，
歌养心”。

影片主创从 2009 年开始前期创作，
用了四年时间在贵州黔东南采风， 走访

了 40 多位侗族歌师， 记录了一千多

首歌。 这些歌曲几乎囊括了侗族大歌

的所有种类。 最后， 主创选取了最具

代表性和国际传播力的 24 首来串联

剧情， 所有歌曲均由侗歌的非遗传承

人主唱 。 例如其中一首 《蝉之 歌 》，
带着村野的气息借物抒情： “走进山

间闻不到鸟儿 鸣 ， 只 有 蝉 儿 在 哭 娘

亲， 枫间蝉哭叹我青春老， 得不到情

郎真伤心……” 另一首 《你还在我歌

里》 的情歌别有风味： “你的身影在

妹妹心里， 就像密密麻麻的树木， 我

愿和你做万年青松……”
丑丑说：“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世代以来，所有歌都靠口口相传。现在

用电影的形式， 这些我们从娘胎里就

听到的民族的 声 音 ， 被 注 入 了 新 活

力。 ”这位生长在黔东南的女性导演，
她的作品从 《阿娜依》《云上太阳》到

《侗族大歌》， 其实从未离开过那片土

地，“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

的电影，我会继续拍”。

多元与暧昧化作他的“七幕人生”
56万字传记涵盖南非作家库切70多年创作心路

近 50 年里共出版 16 部长篇小说及

9 部文学批评集、信件集，斩获包括诺贝

尔文学奖、布克奖等在内的文学奖项，人
们好奇这位语言风格节制、 鲜少抛头露

面的作家， 究竟如何将灵感转化为笔下

的文字？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的

《J.M.库切传》亮相，650 多页、56 万字的

篇幅，涵盖了这位南非作家 70 多年来辗

转四个大洲的生活经历， 袒露其少为人

知的艺术观点。
莎士比亚曾说，人生是一场戏剧，世

界是一个大舞台。舞台上有不同的角色，
但多数人要经历“七幕人生”———从婴儿

到学童、少年、情窦初开时、中年、暮年，
再到垂垂老矣，回到如婴儿般的阶段。库
切作品的多元和暧昧， 会让读者想起人

生的不同阶段，比如他的《男孩》《青春》
《夏日》和《慢人》，单是书名就令人联想

到生命之旅的不同场景。
库切曾说： “从广义上讲， 所有的

写作都是一种自传： 不论是文评还是小

说， 你写的每一样东西在被你书写的同

时也在书写着你本人。” 他坚持探索和

实验， 很少自我重复， 不断寻找叙事的

可能与边界， 也不想让笔下人物变成所

谓的典型。 因此， 库切的小说角色同作

家自身一样， 身份多重且含混， 充满复

杂的隐喻。
在 《库切传》 中文版译者、 清华大

学教授王敬慧看来， 这或许正是库切的

一种风格。 “比如， 《等待野蛮人》 改

到第十稿之后， 就变得很模糊， 没有背

景、 没有时代、 没有具体的文化符号，
更接近一种寓言式的表述。” 正如柏拉

图所说， 人看到的是在墙上火光的那个

影像一样。 库切要做的事情， 就是寻找

火的本身， 并竭力把火苗的形状与温度

描述传递出来。
“与喋喋不休相比我当然更喜欢沉

默。 我热爱音乐， 但我通常全神贯注地

听音乐， 不会边听音乐边写作， 音乐会

干扰到行文的节奏。” 库切曾说， 沉默

就像生活中的必需品， 宁愿 “这一生都

在平静甚至是静谧中度过”。 他坦然地

把人生 “交给” 了信任的传记作家坎尼

米耶， 后者也是第一位获得库切所有私

人文档和 16 部小说手稿的传记 作 者 。
遗憾的是 ， 2011 年递交了花费三年笔

耕的 《库切传》 终稿后不久， 坎尼米耶

就突发中风过世。
“与读库切的小说不同， 读 《库切

传》 时， 如同薄薄的面纱已被撩开， 读

者可以从详实资料中看作家如何一步步

从南非小城市郊走出 ， 在双语 小 学 求

学、 去英国寻根， 游荡于欧美各国， 最

后来到大学时代导师的母国澳大利亚，
一个同南非一样处于南半球的国家 。”
王敬慧说， 成熟后的库切早已不是南非

乡间的少年， 而是用文字探究人生的真

谛， 继续书写他的 “七幕人生”。

文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故事里沉淀出侗族人民的优秀文

化基因，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
化基因， 这部电影对于中国民族影像
志不啻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一部融进
自己民族血脉的电影， 不单纯是个故
事，其核心还在于灵魂和情怀，是用心

灵向民族文化交出的一份美好答卷。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

某个时刻， 这部作品让我想到了
沈从文的 《边城》。 影片展示了侗歌
的原生态或者真正的艺术魅力， 导演
从根源和骨子里理解这个民族。 民族
电影的抒写让人耳目一新。

优质演员“反哺”本土音乐剧市场
18部音乐剧年末集中来袭 中文版作品凭实力胜出

今年， 上海迎来了音乐剧市场的

“井喷 ”，仅年末 ，就有 《律政俏佳人 》
《西区故事》 等 18 部大小音乐剧作品

将陆续亮相。在群雄逐鹿的演出市场，
中文版音乐剧《谋杀歌谣》在百老汇原

版和英法名剧的夹击中表现抢眼———
距离首演仅半年， 第二轮演出即将在

下周开启。
这部中文版音乐剧凭什么让 “挑

花眼”的观众再度埋单？刘令飞是个不

可忽视的名字。 “刘师傅要来，必须二

刷！ ”主演名单公布后，沪上多个音乐

剧观众微信群里，出现长长留言接龙。
“刘师傅”是这批音乐剧迷对刘令飞的

爱称，和徐丽东、郑云龙一样，这批音

乐剧新生代演员在近年来密集的音乐

剧演出中脱颖而出。 他们扎实的唱功

和独具个人风格的表演魅力， 已积累

起一批黏性极强的忠实观众。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汤爱民告诉记

者，从 2002 年音乐剧在中国打开局面

至今， 经过十多年来对市场的观察和

理解，包括对演员们训练方法的调整，专
业课程领域已经为市场培养了一批唱、
跳、演俱佳的演员，其中不乏颇具国际竞

争力的实力派。 随着上海演出市场音乐

剧日益繁荣， 优秀演员的个人品牌号召

力也逐渐彰显出来，正在“反哺”中小制

作的本土音乐剧作品。

打造音乐剧 “反复消费”
的吸引力

同一部音乐剧看两遍、 三遍有可能

吗？去年德语音乐剧《莫扎特》来沪时，魏
小姐就一口气买了六场演出。 音乐剧的

歌曲有“记忆点”，能让人反复回味，舞美

编排也精致———品质过关是首要因素，
但除此之外， 特别出色的明星级主演也

是观众们关心的要点。比如，欧美音乐剧

领域的佼佼者、德语音乐剧《莫扎特》里

两位“莫扎特”扮演者乌多和胡勒，唱法

不同，气质各异，都很受欢迎。
“演员们每场表现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它最大的魅力。 ”魏小姐说，演员每

场演出的表现，舞台的状况，都会点燃剧

迷的讨论热情。 正是这样一批专业观众

的崛起，对音乐剧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即便是来自百老汇的大制作、 托尼奖作

品，如果巡演的演员不如人意，观众未必

会埋单。 如果是喜爱的，看着他们发展、
成长起来的音乐剧演员， 即便是舞美简

略的小成本作品， 剧迷也会认真欣赏甚

至反复捧场。这批观众的出现，也推动了

市场营销观念的更新。 今年，刘令飞、郑
云龙、 徐丽东三人在出演中文版音乐剧

《变身怪医》期间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人

气。此次《谋杀歌谣》再度上演，制作人第

一时间想到他们。

在角色中诞生，在舞台上成长

必须承认， 对比海外成熟的音乐剧

市场，即使在今天，汉化音乐剧或本土原

创音乐剧的人才短缺仍是绕不 开 的 话

题。 汤爱民认为，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
音乐剧人才尤其需要在实践中培育。“在
角色中诞生，在舞台上成长，他们需要在

舞台上摸爬滚打积淀， 在市场里慢慢打

造个人的美誉和品牌。 ”

音乐学者陶辛则指出， 大制作往往

很难把钱花在演员身上。 音乐剧的未来

在于小剧场生态的丰富与发展， 在这里

专业演员的表现空间更大， 更能够得到

充足的锻炼。
以中文版《爱与谋杀的绅士指南》为

例， 这是一部摘得过托尼奖最佳音乐剧

奖的百老汇作品， 其最大亮点在于有一

个“超级配角”，演员要一人挑战八个角

色，平均五分钟变身一次，跨越性别、身

份、地域和长达 40 年的年龄跨度。 在原

版音乐剧中， 托尼奖最佳男主角得主杰

弗森·梅斯在百老汇初登场时就惊艳四

座。能否成功诠释这个角色，一度成为演

技派“试金石”。
在 2016 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小

剧场音乐剧《两个人的谋杀》里，刘令飞

一人饰演十个人物， 在肢体和声音表现

方面得到了充足的锻炼。 在入行的近十

年里，刘令飞挑战过不同类型的角色，正
是这一点一滴的舞台积累， 使他在今年

《变身怪医》 里成功塑造 “天使海德”和
“魔鬼杰克”， 成为新一代本土音乐剧演

员中的佼佼者。

在云贵的侗寨， 侗歌常被视为侗族文化及其精神的凝聚载体。 电影， 为千年侗歌留下了民族影像志。 图为影片 《侗族大歌》 海报。

演员刘令飞 （右） 在今年的音乐剧 《变身怪医》 中成功演绎一个精神分

裂者， 分别塑造了“天使海德”和“魔鬼杰克”两个形象，收获大量拥趸。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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