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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吉尔伯特与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音乐会献演艺术节。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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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交音乐厅有‘回家’的感觉”

艾伦·吉尔伯特携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献演沪上

“艾伦·吉尔伯特与北德广播易北爱

乐乐团音乐会” 昨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

乐厅落下帷幕, 结束了在上海的两场演

出。 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候任首席指

挥艾伦·吉尔伯特与乐团共同带来了保

留曲目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瓦格纳

《罗恩格林》第一幕序曲以及马勒《第十

交响曲》柔板乐章等作品，与上海的观众

们共同度过了两个美好的夜晚。

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曾在 2003

年首度造访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 今

年， 乐团在艾伦·吉尔伯特的率领下重

返艺术节的舞台。 吉尔伯特表示： “我

在演出中很尽兴， 上海的观众总是充满

热情。” 艾伦·吉尔伯特已经选择不再与

合作了八年的纽约爱乐乐团续约，而是

加盟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将于明年

正式接过首席指挥棒 。 在 2004 年至

2015 年的十多年间，吉尔伯特就担任

了乐团的客座指挥， 双方打下了合作

的基础。今年四月，吉尔伯特指挥北德

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了马勒史诗巨

作《第三交响曲》，这也是他接受任命

以来与乐团的首次合作。

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音乐总监的

八年里， 吉尔伯特为乐团带去了不少

新鲜血液。他说：“过去，我与纽约爱乐

制造了很多回忆。 不过经过这几个月

后， 我感觉一根纽带将我与易北爱乐

联系了起来。 ”

巧合的是，易北爱乐乐团的“大本

营” 易北爱乐音乐厅与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都是由日本声学大师丰田泰久

担任音响设计，这也给了艾伦·吉尔伯

特“回家”的感觉。“一进入音乐厅我就

感受到了丰田泰久简洁明晰的风格，

观众围坐在乐团四周， 我能观察到台

上台下的每一个细节。 ”

以东方文化的哲学视角，

谱一曲穿越生命隧道的啸吟行歌

国内首部聚焦临终关怀的原创话剧《生命行歌》今晚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经过一年的创

排，国内首部聚焦临

终关怀的原创话剧

《生命行歌》 今晚起

亮相第二十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于

上戏实验剧场上演。 这是一部直面死

亡话题、聚焦人性关怀，探讨人生“最

后一公里” 的选择与尊严的现实主义

戏剧作品。

“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是

个很有探讨价值的题材。”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 执导该剧的国家一级导演查

明哲说，看到这个剧本的第一眼，就燃

起了他的创作冲动。死亡是沉重的吗？

查明哲将作品基调定为 “一首穿越生

命隧道的啸吟行歌”。既是“行歌”而非

“悲歌”， 就是要让观众通过作品读懂

人生的意义，以达观、潇洒的态度面对

生活，体会“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哲学。

“这个作品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安宁病房，又被称为“舒缓病房”，

是在全球多国已普遍推行的医护概

念， 为那些放弃治疗的病人们提供生

命最后一程的服务 。 截至 2017 年 4

月， 上海能够提供的专业安宁疗护病

床达到 890 个，《生命行歌》 的故事灵

感就来源于金山区金山卫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舒缓病房。

在一次金山区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

上， 上戏剧艺社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题材

蕴含的伦理、道德的社会价值。制作人最

初想把故事拍成微电影，但最后发现，以

舞台剧的方式呈现更具艺术感染力。

上海戏剧学院陆军教授领衔青年编

剧团队深入一线采风数月。 在金山卫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舒缓病房内， 他们

发现了一本独特的“护士日志”，字里行

间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人间事”，也记载

了医护人员在陪伴病人的过程中欢喜与

忧伤交织的复杂心情。

“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天班，到了办

公室， 就发现病人一览表上的数字减少

了一个， 有时会陆续送走好几个老朋友

和新朋友。 ”日记里这样写道。

充满慈悲、 爱与同情的医护人员，

给了创作团队很大的启发。 通过舒缓病

房的 “治疗”， 很多病人来的时候满面

愁容， 离开人间的时候却面容安详， 人

生的最后一段走得平静。 话剧 《生命行

歌》 里的五位老人及一中一青两位医护

工作者， 均来自于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

故事。

查明哲说， 这并不是一部简单反映

医护工作者的“行业剧”，也不是一部仅

仅寄托关怀的“老人戏”。 每个生命都有

自己独一无二的旅途， 他们和这个世界

有诸多联系、牵绊甚至是纠葛。 “为生理

止痛有吗啡，为心灵止痛呢？”查明哲说，

这就体现了《生命行歌》的价值———精神

上的陪伴和抚慰或是更重要的 “疗护”。

当生命即将步入终点时， 最重要的是尊

重每个个体，理解他们、包容他们。

《生命行歌》今年 6 月进行预演，引

起各方较强烈的反响。 中国评论家协会

主席仲呈祥评价说：“这是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话剧作品。在此之前，中国出现了不

少老年题材的舞台艺术、影视艺术作品，

主要是着眼于对老年人生命的关怀，但

这个作品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写的是对

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人类学和哲学思维

的层面上前进了一步。 ”

“倔老头”演倔老头，展现
且歌且吟的精彩人生

话剧《生命行歌》刻画了五位性格、

人生迥然不同的老人。在山区教书 40 年

的陈阿公 ， 成天跟护士嚷嚷着要 “体

面”， 只为有尊严地去见年轻时错过的

恋人； 英勇无畏的援朝老兵吴老伯，把

自己看成是儿子的拖累而失去了活下

去的意愿；“成功人士”高总拥有千万资

产，却也遍尝了世态炎凉，对爱情和友谊

灰心丧气； 评弹演员黄阿婆患了阿尔茨

海默症，词到嘴边永远唱不出来；还有一

位绝症在身却整日念叨着家人、 想要回

家的许老伯……病房里的每位患者，都

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

由于题材“特殊”，涉及临终关怀，原

以为大多演员会有些避讳。 但制作人没

想到， 一通电话就获得了很多老艺术家

的支持，80 多岁高龄的刘子枫就是最早

决定出演该剧的老艺术家之一。

曾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刘子枫，

业内人称“疯子刘”，演起戏来非常拼命。

在话剧《生命行歌》中他饰演的“陈阿公”

是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已经81岁

了，有表演的机会就要珍惜，想试试自己

是否能够在舞台上再多站一会儿。”刘子

枫演起戏来依旧“拼命”，“我是‘倔老头’

演倔老头。 ”

刘子枫之外， 还有评弹演员刘敏等

一批老艺术家们的加盟。 每天演出超过

两个小时， 排练五六个小时， 对这些老

艺术家而言实属不易 ， 但从未有人缺

席， 更从未有人迟到。 老艺术家对舞台

表演一丝不苟的精神态度令全剧组人员

感到敬佩。

生若夏花之绚烂，逝若秋叶之静美。

西方哲学中不乏生与死的讨论，但《生命

行歌》试图以东方文化的哲学视角展开讨

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被赋

予了生命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的哲学意

蕴，经过创作者全新的谱曲，成为《生命行

歌》最动人的主题曲。

话剧《生命行歌》由上海戏剧学院、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 上海上艺

戏剧社共同出品。 该剧先后入选为文化

和旅游部 2018 年度剧本扶持工程剧目

和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剧目。 在结束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后，剧组将于 11 月前往北京，亮相国家

大剧院第 11 届“春华秋实”展演。

上图镇馆之宝“倾巢而出”
尽现中国古代书籍装潢之美

自古以来， 装潢的优劣是评判古籍

第等高下的重要依据。 11 月 1 日，内地

首个以古籍装帧为主题的展览：“缥缃流

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

文献展”将在上海图书馆拉开帷幕。展览

将分 “护帙篇”“书衣之美”“饰观篇”“书

具之美”四个篇章，系统梳理绘画、书法、

篆刻艺术在图书本身以及在书衣、书函、

书盒、书箱等书具制作中的运用。本次展

出的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

牍，总数达 100 件，每一件都堪称“镇馆

之宝”， 其中一级藏品 38 件， 二级藏品

24 件。

据记载，“装潢” 一词始见于南北朝

时期，从“著于竹帛谓之书”开始，编以书

绳， 聚简成篇的简策装已有了早期的装

潢意识与设计实践。“以往的书脊装潢史

侧重于形制演变、 工艺运用等方面的研

究， 对清代以来的收藏家具体装潢图书

的操作个案缺少系统的梳理。”策展人梁

颖介绍，一般新印刷的书相对装潢简单，

是为“原装”；当书的版本愈发稀有，成为

收藏品， 收藏家会根据自己的品味对其

重新进行编排。因为“重装”，珍贵的典籍

文献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能得见的模样。

比如，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宋拓《许真

人井铭》、宋刻《侍郎葛公归愚集》等等。

以“四欧宝笈”为例，这是唐代书法

家欧阳询所书传世碑拓，包括《化度寺邕

禅师塔铭》《明公皇甫碑》《温虞恭公碑》

《九成宫醴泉铭》。 收藏家吴湖帆将它们

先后收齐，四碑合装为一匣，并题“四欧

宝笈”，其书斋亦名为“四欧堂”。 此次展

览上，“四欧宝笈”的楠木书匣、书箱，将

与四本传世碑帖一同亮相。其中，书箱的

箱盖刻有吴湖帆手书瘦金体“四欧宝笈”

四字，书匣匣盖上刻有其手题碑名。

本次将展出的经清代知名版本目录

校勘学家黄丕烈重装的宋刻孤本 《重雕

足本鉴诫录》，是五代后蜀何光远纂辑的

一部书，汇编唐、五代有关政事。 该书原

先是项氏天籁阁装的， 破损处补缀的是

明代白纸，与宋本旧书页颜色不配，黄丕

烈在重新装潢时， 特地用宋代旧纸替换

了明代的白色纸， 裁切保留了项元汴钤

盖收藏印的部分。此外，他还专门用宋代

金粟山藏经纸制作了书衣， 并为此书订

制了织锦函套和楠木书匣。

举世闻名的传世孤本———宋拓宋装

《许真人井铭》此次也在展出之列。《许真

人井铭》为南唐刻，篆书，共七十四字，原

井毁于北宋年间。 此次亮相的吴湖帆外

祖沈树镛的重装本，不是宋装原来面目，

但保存了宋代托裱的内页， 蛀孔也未做

修补。 旧拓被逐页浮置于新制的经折式

底册上， 中心对折处与四角分别用丝线

固定，不加裱褙，首尾加装面板，外包以

蓝布书套。 此种装法为重装本中特例。

宋刻本《邵子观物篇》则出自清代怡

亲王府的重装。据记载，该书曾被前人满

篇圈点，怡亲王认为这些圈点有损美观，

令工匠将它们一一剜去，然后逐洞修补，

描出栏线与残损文字。 “那些修描之处，

若非借助光线折射审视，完全看不出来，

这样手艺高超的做工，实在令人叫绝。 ”

本次展览的学术顾问陈先行感叹。

“书籍的装潢不仅是功能与形式美

的艺术融合，雕版、书衣、函套、书匣等这

种工艺化的表象之下隐含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底蕴，投射了东方哲学的精神。 ”上

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表示， 即便是一

位图书的门外汉， 依然能够在这些千百

年来被代代传承呵护的古籍碑帖中直观

感受到传统艺术的细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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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的品牌地图，又添电影新地标
相隔15年，上影演员剧团重返武康路395号

有这样一个地方， 老一辈艺术家

未进小院泪先流；有这样一栋小白楼，

曾以平均每年 20 余部作品刷新上海

电影的创作力度； 有这样一个门牌号

码，被多少年轻演员放在心头许愿“有

朝一日，我也会成为他们”……

武康路 395 号，奶白色窗棂、弧形

阳台，外观上仍是岁月静好的模样，但

昨天上午， 这里迎来了久违的人声鼎

沸———时隔 15 年，上影演员剧团回迁

至此地。老中青几代上海电影人、百多

号人将并不宽敞的小院挤得摩肩接

踵， 就连僻静惯了的武康路上都不断

涌来闻声而动、 祝贺剧团重新揭牌的

忠实影迷。 貌不惊人的小楼俨然有了

“上海文化”新“网红”的潜质。

在上影演员剧团 65 年团史上，武

康路并非起点，整团搬迁过七次。但电

影人或者上海的电影迷都将这栋三层

小楼视为上海电影的一处重要地标。

“武康路 395 号”的魅力何在？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任仲

伦概括：“这里见证了上影创作最多辉

煌的时代。”剧团第八任团长何麟也记

得：“1980 年代初，中国的文艺创作沐

浴在第四次文代会的暖阳里， 全国上

下电影创作的热情普遍高涨， 上影演

员剧团更是每年都要推出 20 部作品。

只要进大院儿，无处不在创作。 ”那时

的三楼是配音房， 孙道临和老厂长借

了三楼的屋 ，准备拍摄 《三国 》，电影

《詹天佑》的前期工作也在小屋里悄然

进行着。二楼是排练场，也是剧团团部

办公所在。一楼则见过最多的摄制组，

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卖大饼的姑娘》

都是在此宣布建组。 办公室门前还设

有一溜“水牌”，小木牌上刻着剧团各

演员的名字。“谁进了电影《生死抉择》

的剧组，谁进的剧组最多，谁又在跟吴

贻弓导演拍戏，全都一目了然。 ”何麟

说，从 1982 年到 2003 年，这里回荡的

创作的笑声， 辛勤的汗水孕育着无数

栩栩如生的影视形象，“只要推开门、

踩进院，大家就会牢记，创作是自己的

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 ”

在武康路的日子，张瑞芳、秦怡、吴

贻弓、向梅等太多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

名字都在这里工作 、生活过 ；《牧马人 》

《女大学生宿舍 》《青春无悔 》《烛光里

的微笑 》《走出地平线 》《红河谷 》《紧急

救助》《燃烧的港湾》《家在树德坊》 等一

大批叫得响、 留得住的影视作品在这里

留下过迸发的痕迹。

81岁的向梅和80岁的梁波罗把小楼

反复走遍，看看“手印墙”，摸摸小院的青

砖，创作的热情、大家庭的温暖是他们共

同的记忆，“演员是个退而不休的职业，需

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尽绵薄之力”。

84 岁的牛犇最怀念那段日子———

他骑着自行车从建国西路的家中往剧团

赶， 到了武康大楼下有时还会碰上孙道

临，大家方向一致，为了创作，力往一处

使、心往一处想。 正因为此，他寄语年轻

一代：“先得想清楚， 老一辈给我们留下

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我们应当传承什么

样的好传统。这个时代是个好时代，是我

们努力的时代。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条件，

许多工作做不完。 我真想跟大家一块儿

努力，奉献好的作品。 ”

上海电影的接力棒正在老一代的注

视中传递着。 青年演员陈龙对武康路

395 号带着敬仰之心，“这是一处有传

承的地方， 我们剧团也是有传家宝的

剧团。 我很久前就设想能有一部戏把

我们剧团的老艺术家都召集到一起，

让老一辈艺术家再书华彩， 同时也给

家人们在银幕上同拍一部戏的温暖记

忆。 ”三年多来，他一直在酝酿一部养

老题材的电视剧。不为迎合市场所作，

但新剧里一定会闪烁着上影演员剧团

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火花。

此情可待成追忆， 此景更待佳期

有期。

排列 5 第 1829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6 8 0 7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29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6 8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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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演员陈龙代表

年轻一代表示 ， 要继

承老一代演员的创作

精神。

②84 岁的电影表

演艺术家牛犇向记者

展示他拿到的新团址

门 牌 。 团 长 佟 瑞 欣

说 ， 欢迎老一辈们常

回家看看。

③小院最醒目的

墙上 ， 外滩的标志性

建筑 ， 以及阮玲玉 、

周璇 、 赵丹 、 孙道临

的浮雕记录着上海电

影的一段往事。

均本报记者 王彦摄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