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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作曲家青主创作了中国第一

?艺术歌曲 《大江东去》， 其歌词来源于北

宋豪放派词人苏轼的代表作 《念奴娇·赤壁

怀古》， 该曲被认为是中国艺术歌曲的肇端。

值此中国艺术歌曲百年之际， 上海音乐学院

推出了一系列面向海内外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中， 上海音乐学院与著名音乐出版商德国

大熊出版社合作出版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

曲 16 ?》， 包括青主谱写的 《大江东去》 在

内的 16 ?为诗词名作谱曲的歌曲乐谱， 以

英德法意四种语言在欧出版。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16 ?》 以高、

中、 低音三个版本， 国际标准注音并配合标

准朗读音频方式发行。 “这是以国际标准出

版的中国艺术歌曲乐谱， 便于不同音域的演

唱者学习， 希望可以让这些中国声音传播得

更远， 屹立于世界舞台。” 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廖昌永说。

相比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16 ?》，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艺术歌曲

百年曲集》 第一至三卷则更具系统性。 这三

卷曲谱从 1920 年中国艺术歌曲肇端到新中

国成立之前， 收录了 110 ?中国经典艺术歌

曲， 包括 《教我如何不想他》 《思乡》 《玫

瑰三愿》 《长城谣》 《嘉陵江上》 等作品。

曲谱也推出了高音、 中音、 低音三个版本，

既能为理论研究者提供史料参考， 又能为声

乐学习者提供演唱范本。 编纂 《中国艺术歌

曲百年曲集》 充分借鉴了上音具有历史传承

的 “梁祝” 模式———联合作业的跨学科交叉

协作模式 ，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 音乐史

学、 音乐分析、 声乐歌剧表演、 表演理论研

究等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 成就了这一浩大

工程。

此外， 上音还策划推出具有文献集成意

义的丛书 “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大系”， 囊括

与中国艺术歌曲有关的作品集 、 史料 、 专

著、 论文集等文献， 力求展示过去百年间中

国艺术歌曲的全貌与神韵， 体现目前我国在

这一领域的最高艺术与学术水平。 廖昌永表

示， 希望这一 “大系” 能有助于 20 世纪中

国声乐艺术史的叙事脉络与理论框架的建

立， 并使得无数作为时代之声的优秀艺术歌

曲进入国人的精神世界与集体记忆。

作为该 “大系” 的第一种出版物， 《中国艺术歌曲百年》 第一卷 （萌发至

1949? 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全书从艺术歌曲萌芽、 产生到初步繁荣的

简要历程入手， 对不同时期、 不同内容与风格的代表作进行分析与二度诠释探

讨。 全书每一章对应早期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在具体写

作方法上， 每一个时期都由历史文化背景及音乐史语境、 主要艺术歌曲作品的

风格技法与形态分析、 对作品的表演诠释等三个部分构成。 作曲家陆在易说 ：

“今天， 中国艺术歌曲已形成数量比较可观的曲目库， 音乐工作者们需要在传承

和传播的基础上， 进行更多新的创作， 让它以更富活力的姿态向着第二个百年

再出发。”

文化

以柔润刚，走进海派古籍修复技艺
“传拓技术，是中国最古老的复印

机，它起源于魏晋，传承至今。 ”日前，

在沪上一堂非遗技艺体验课上， 古籍

修复第三代传人张品芳示范了海派碑

刻传拓的几个代表性工序。 只见张品

芳双手各持一拓包， 互相配合着富有

弹性地打出“斜下直落”的“节奏”。

“双拓包，正是海派碑刻传拓的独

有技法。 ”古籍修复第二代传人、也是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赵

嘉福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们今天

说的海派，又可称为南派，它发轫于江

南文化，在上海得到传承与发展，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 ”

江南的技艺，上海的传承

追求卓越、细腻、精致、清雅———

海派古籍修复技艺的特点， 同时受到

地理、气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

历史上的江南一带文艺繁荣， 书画交

流频繁。玲珑精致的江南园林，尤喜以

碑文作为景致， 体现士大夫的志趣与

学问。久而久之，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

了一批服务于艺术家、 技艺高超的独

特匠人。

随着上海开埠， 这些顶尖师傅跟

随着一批文化名人，把生意、手艺都带

到了上海。 以“大刀切书”闻名遐迩的

苏州曹有福和以精湛的石刻、 碑帖装

裱技术名扬四海的无锡黄怀觉就是上

海图书馆的第一代修复师。

“那时候行业竞争大，手上活儿不

行就要饿死。 ”赵嘉福 17 岁进入上海

图书馆时， 面对的就是这些领域的江

南大师，“裱画的、修字画的、刻碑的、

拓碑的、 修复古籍的……上图汇集了

诸多南方顶级师傅， 上图代表的就是

江南水平。 ”

古籍修复是手感、 分寸和火候的

艺术，理论文字难以描摹全面，靠一代

代师父口传与心授，这时候，学徒自己

的拼搏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学篆

刻，赵嘉福不光每天坚持练书法，还看了

大量印谱、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聪明

加上勤奋，久而久之，他的碑刻作品有了

“金石气”。

上海图书馆申报的 “碑刻传拓及拓

片装裱技艺”“古籍修复技艺 ” 于 2015

年、2019 年先后入选上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时代的发展，对修复师这

个职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专业要求。 海

派古籍修复技艺也迎来传承、发展、创造

的新空间。

赵嘉福的弟子、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

献保护中心修复部主任张品芳是目前国

内罕有的能独立完成传拓、 拓片修复与

篆刻的专家， 从事古籍修复已经 31 年。

作为“第二代”和“第四代”之间的桥梁，

她深感这份传承的意义之重大。“古籍修

复需要新时代的人才。”张品芳要求第四

代传人们向“一精多专”的方向发展，练

就纯熟的手艺之外， 还应当广泛涉猎出

版学、目录学、古汉语学、古文字学以及

印刷、美术、字画、金石等学科知识。

“快”的时代，“慢”的信仰

近年来， 随着全社会对传统文化和

考古文博领域的重视，以及《我在故宫修

文物》等网络传播的助推，让原本冷门的

古籍修复“热”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对这个专业产生向往。

这让张品芳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刚进上海图书馆时，女职工修书，男职工

学装裱、碑刻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但张品芳有点不服气，“我有力气， 刻碑

我也能干！”赵嘉福被这个不怕吃苦的女

学生打动了，但他对张品芳说，自己绝不

会因为她是个女孩子而对她降低要求。

古籍修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

动手，容不得“万一”。 学习中，赵嘉福反

复叮嘱，碑刻得慢一点没关系，但必须考

虑成熟了才能下刀，“跟我学刻， 刻错一

笔就不要跟着我了，你就改行吧！ ”尤

其是在雕刻中， 要求笔墨仍需保持气

韵生动，因而，碑刻及其传拓技艺可以

说是书法艺术的延伸， 是艺术再创造

的过程。

明代周嘉胄对古籍修复师提出了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

如发”的要求。 古籍修复，是一场与时

间争分夺秒的赛跑。 今天修复师们所

要面对的浩如烟海的古籍、 修补不尽

的文物，是对传统日复一日的坚守。

修补一本古书，要经过拍照记档、

拆书数页、 选配补纸、 清洁书叶、修

补 、润湿压平 、折叶 、捶平 、压实 、齐

栏、打眼、穿稔等十几道工序。 若损毁

严重 ，一页纸要耗上几个小时 ，而修

复好一册古籍， 一般耗时一两个月，

有时甚至需要一年或更久远的时间。

古籍修复，仍像许许多多中国传统的

匠人工艺一样， 信奉着用时间喂养技

艺的古老信条。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修复前的毛

氏族谱（左图）及

赵 嘉 福 碑 刻 作

品。

（均上图供图）

制图：李洁

荨 《时间英雄嘀嗒》

▲ 《鳄鱼怎么了》

▲ 《坚强的锡兵》

（均演出方供图）

制图：李洁

“成长艺术节” 主办方通过线上征集了六

大洲 34 个国家的 166 部作品。

面向孩子的戏剧，

怎样能惠及最大数量的孩子?

?仅让孩子走进剧场，更要让作品进入校园

在全世界的重要艺术节和戏剧节

停摆的这一年， 一个以孩子为目标观

众的 “成长艺术节” 在上海举办， 主

办方通过线上征集了六大洲 34 个国

家的 166 部作品， 邀请跨越 4 个时区

的 9 个评委以线上会议的方式， 完成

艺术节奖项的评选。

“成长艺术节” 在八月开启剧目

征集时， 全世界的大部分剧院并没有

恢复常规运营， 中国的剧场上座率当

时仍限制在 30%。 在国际演出交流

仍因公共卫生事件而受阻滞 、 戏剧

的观赏和消费转向 “线上 ” 的新常

态下 ， 这样一个 “成长艺术节 ” 反

而与更大基数的观众和普通人发生

了关联， 时势把一个事关每个孩子的

严肃命题抛到家长和创作者的面前：

当我们谈论 “美育教育和戏剧教育”

时， 这不是、 至少不仅是把小观众拉

进剧场的文化消费问题， 更迫切的是

戏剧应该以怎样的形式、 走到更多孩

子的面前。

迈向质朴的“儿童剧”

80 岁的剧作家李婴宁在 “成长

艺术节” 的颁奖现场评价了这次征集

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剧目和国外剧目的

风貌， 她很中肯地说： “中国剧目更

多侧重于现实的社会现象， 创作者的

眼界正在打开， 作品的整体质量是向

好的。 但是和国际同行们横向比较，

差距仍然存在。”

这差距概括地说， 就是怎样灵活

地、 多样化地让 “半大孩子” 参与到

戏剧实践中。

十年前， 大部分国内的父母尚且

不曾听说 3 岁以下的小娃娃能看到为

他们量身定做的“小不点剧场”，经过

各方演出团体和艺术家的努力， 针对

学龄前低幼孩子的演出市场在过去的

十年里经历初兴到蓬勃， 已然成熟起

来。然而很多孩子进入学龄后，发现可

选择的戏码又锐减了， 并且因为学业

压力， 进剧院的时间成本也变得奢侈

起来。

李婴宁从局内人的立场出发， 认

为要让 “半大孩子” 受到重视， 让他

们在繁忙课业之余仍能 “有戏看” “多

看戏”， 关键在于创作者的观念和创作

方式要变。 国内各地儿童艺术剧团每年

对新创剧目的投入不可谓不用心， 部分

儿童剧的体量越来越大， 舞台上需要复

杂的声光电配合， 舞美是投入大量时间

和金钱的大型装置。 儿童剧的 “大” 带

来了棘手的问题： 它的演出场次与它的

制作投入是不匹配的， 因为规模 “大”

了， 巡演的成本高昂， 于是剧目只能被

固定在特定的剧场里。 剧目的难以移动

和剧场的地理位置 ， 限制了它们被更

多的小观众看到 。 作为一个剧作者和

常年在中小学推广践行 “教育戏剧 ”

的美育老师 ， 李婴宁提出 ， 目标观众

是中小学生的戏剧 ， 更适宜是质朴的

“轻骑兵 ”， 不能苛求孩子和家长在紧

凑的时间表里挤出时间排除万难地进剧

场， 也不该指望学校有组织地把课堂延

伸到剧场， 恰恰应该反过来， 作品以易

移动和复制的轻盈方式 ， 走到学校和

孩子中去。

这次 “成长艺术节 ” 获奖的作品

中， 阿根廷的 《时间英雄嘀嗒》 用日常

的物件做成木偶， 演出现场如同放大版

的桌游， 多媒体设计、 动画运用和灯光

配合都有多快好省的特点 。 法国的

《纸》 舞台素材特别简单， 靠舞者的身

体和简单折纸与音乐之间作出丰富互

动。 获得最佳戏剧奖的 《地球上的十亿

个夜晚》 是把无限大的 “父子命题” 安

放在无限小的空间里探讨， 演员输出的

情感交流和体验远比繁复的舞台呈现有

分量 。 这些被各国评委一致欣赏的作

品， 共同点是以微小的方式打开巨大的

戏剧空间， 它们的演出团队很小， 台前

幕后加起来也只是个迷你的江湖戏班，

一专多能的艺术家们， 编导演和幕前幕

后一肩挑， 用很有限的预算做出 “带着

就走” 的作品， 走遍学校、 社区和世界

各地的剧院。 西安儿艺的 《二十四个奶

奶 》 能在一众本土原创剧目中脱颖而

出 ， 其一是因为创作者尝试从孩子的视

角、 孩子的体验去直面留守儿童的议题，

再则就是它极简化的舞台流程， 仅仅几个

演员用写意化的“扮演”方式，再现了当下

城乡落差的现状，而不拘于物质化、实体化

地复刻当代生活的日常。

作品走出镜框式舞台，

走到剧院的围墙外

澳大利亚的 《魔毯星空 》 、 巴西的

《啾啾， 小鸟们的舞会》 和智利的 《雷姆

舞会》 这几个作品的目标观众从 3 岁幼童

到 10 多岁的青少年不等， 但它们的

共性是表演艺术家承担着 “召唤者”

的功能， 随着演出进展， 艺术家让小

观众参与到戏剧构建的世界里， 并且

把那个世界展开的主动性交给小观

众， 不同年龄的孩子们能忽略专业舞

蹈训练的束缚， 在身体的表达和交流

中收获一种激情盎然的生命体验。 尤

其 《雷姆舞会》， 最初的版本是在剧

院里演出， 后来深入校园， 继而在社

区体育场、 在街头， 在一切因地制宜

的场合， 它都可以 “演出”。

爱丁堡国际儿童艺术节的总监尼

尔·乔丹表达过一个明确的观点 ：

“戏剧本质上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但

孩子在戏剧中学习的不是成人世界里

现成的经验， 而是发现并感受他们周

围的世界。 戏剧不是讲座或课堂， 孩

子也不是被束缚在剧院座椅上被动接

受， 事实上， 作品中带有教化信息是

最让孩子讨厌的。”

大量为孩子创作、 和孩子共同创

作的艺术家， 有一种共识， 即 “戏剧

下校园” 不仅是专业的从业者把戏带

到孩子跟前， 更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的

主体性， 把创作的主动权交给他们。

李婴宁认为， 无论 “戏剧教育” 还是

“教育戏剧”， 最终是戏剧成为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戏剧挣脱了镜框式

的舞台， 翻过剧院的围墙， 在校园中

和孩子在一起， 成为他们日常的一部

分。 创作者和教育者要共同思考且付

诸实践的， 应该是让戏剧实践成为孩

子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去投入的 “功

课”， 让他们在应试压力之外尝试着

参与戏剧创作的过程， 从议题设置、

剧本写作和围读、 舞台排演直到最后

的演出， 这不是按部就班、 直奔目标

的课本剧排练 ， 而是让他们学习表

达、 学习修辞、 学习质疑和思辨———

戏剧教育的目标不是跑马圈地式 “培

养未来观众”， 而是让孩子成为更好

的自己、 更健全的人， 尤其是想想数

量庞大的、 很少有机会进入剧院或很

难承受昂贵票价的农村孩子们。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菲利普·普尔

曼说过 ： 孩子们需要戏剧 ， 就像他

们需要空气 、 食物和水 。 面向孩子

的戏剧 ， 怎样能惠及最大数量的孩

子———这才是 “成长艺术节” 留下的

最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