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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7月5日一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排练C厅就传来台词声，《原野》剧组

的演员们进行复工后的首次磨合排

练。这部由何念执导、改编自曹禺经

典名著的话剧计划将于7月14日至

24日在上话艺术剧院上演，开启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下半年演出的大幕。

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舞台剧

《觉醒年代》的排练也从线上重新回

到排练厅，计划在8月下旬推出首轮

预演场。此外，《贵胄学堂》《每一

件美妙的小事》《无人生还》等剧组

亦已陆续恢复线下排练，剧场环境

消杀等工作正在推进中。这意味

着，时隔三个多月，观众将重拾回

剧场看话剧的美好。

以当代人的视角切入，
话剧《原野》让经典焕发新
的魅力

“终于等到了”“我的快乐回来

啦”“希望八月能去上海看戏”……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官方公众号的

留言区里，能真切感受到戏剧迷们

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剧场的心情。

“我对演出市场的恢复非常有信

心，观众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最大

的动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张惠庆表示，不分年龄、不分演

员、不分题材，“上话出品”已经成

为上海乃至全国观众心中的一块金

字招牌，主创要做的是用200%的热

情来满足受众群的期待。

为此，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选择

将 《原野》 作为开启下半年演出大

幕的首个剧目。在巅峰之作 《原

野》 中，戏剧大师曹禺不仅展现了

鲜明而复杂的人物性格，还借鉴了

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与现实

主义相结合。在何念执导的 《原

野》 中，导演带领一众年轻主创演

绎，以全新的理念与形式，用当代

人的视角切入，让经典焕发新的魅

力。该剧在不改变原著内核和台词

的前提下，从仇虎的角度切入，大

胆调整剧本结构，尤其注重人物心

理和内心情感的表达，用“朗读之

下”的训练法来激发演员的想象

力，并加强运用悬疑、肢体、意识

流等表现主义方法进行人性的解读

和挖掘。自2017年首演至今，该作

品五年来一路收获如潮好评。

《觉醒年代》搬上舞台，绝
非电视剧的简单浓缩版

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22年重

点项目之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舞

台剧《觉醒年代》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排

练中。它由喻荣军担任编剧、何念执

导，着眼于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

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

党机关刊物这一时段的宏大背景，展现

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艺术再现了百年前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

想的如歌岁月。据主创介绍，舞台剧版

本并非是电视剧的简单浓缩版，而会更

多地在原有故事上进行二度创作和挖

掘，在剧场里向观众呈现一个更具舞

台性的演出。

在“2022年您最期待在上话的舞

台上看见的剧目”问卷调查中，《觉醒

年代》曾以35%的投票数位居榜首。记

者了解到，为了不辜负这份期待，剧场

未开的日子里，舞台剧《觉醒年代》线

上排练没有停止过，并组织了近十次剧

本围读会。恢复线下排练后第一次走进

排练厅时，主创们正在打磨一段女性人

物之间的对话。为了符合人物性格、时

代背景与规定情境，这样的讨论往往精

确到对话中的每一个字。

7月15日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年度全国巡演也将陆续启程：《无人生

还》《红楼梦》《心迷宫》《深渊》《我才不

要和你做朋友呢》《意外来客》《12個

人》等剧目，将为南京、宁波、长沙、深

圳、珠海、无锡、天津、苏州、杭州、无

锡、西安、武汉、海口、郑州等10多个

城市的观众带去品质、创意、多元的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剧目。

为向在此轮疫情中的志愿者们致

以敬意，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出

示本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证书或“志愿抗疫感恩有你”志

愿服务纪念证书购买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出品剧目的观众，即可享受每个剧

目八五折购买至多四张票的优惠。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下半年演出大幕即将拉开

从《原野》到《觉醒年代》，
重拾回剧场看话剧的美好

随着本月初申城美术馆渐次“回

归”，又一个艺术盛夏如期而至。从上

海首次大型莫兰迪个展到詹妮弗 ·圭

迪中国首次美术馆个展“满月”，从源

自日本的“长效设计”特展到法国百

年珠宝品牌臻品回顾展……一大波

引进自海外的特展、大展来袭，标示

着上海在全球艺场中的重要地位与

强大凝聚力，彰显多元丰富的文化视

野。这之中不少是首展，拉满观众的

好奇心。

莫兰迪领衔，打开辽阔
的全球艺术视野

不出国门，在家门口便能欣赏世

界级艺术作品，近年来越来越为上海

市民司空见惯。人们惊喜地发现，这

个夏天，纷至沓来的艺术大师、名家

中，多了不少新鲜的面孔，打开更为

辽阔的全球艺术视野。上海活跃的

艺术氛围，也成为全球艺术家登陆中

国的首选秀场。

其中的领衔者，是以“莫兰迪

色”刮起全球时尚旋风的那位意大

利艺术大师。7月9日起，久事美术

馆迎来的专题特展“乔治 · 莫兰迪

展”，是上海首次大型莫兰迪个展，

将给这个夏天带来高级感满满的艺

术风，也将艺术大师内心的静谧与

安然推至人们眼前。莫兰迪或许是

有史以来最“安静”的艺术大师之

一。他几乎从不远游，以“苦行

僧”式的生活方式在家乡意大利博

洛尼亚画了一辈子“瓶瓶罐罐”，偶

尔画画邻近的室外风光。他笔下那

些看似平平无奇的静物画创作，背

后实则包含着经过缜密的深思熟虑

与探索实践的复杂而精细的过程。

此次展览“打包”了莫兰迪画

作真迹51件，包含39件油画作品、

6件原创版画、4件水彩作品以及2

件素描作品，横跨莫兰迪近50年创

作生涯。这些展品分别来源于莫兰迪家

乡的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位于意大

利首都的罗马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等。

这也是莫兰迪博物馆与中国的美术馆首

次关于莫兰迪个展的合作。

在新近登陆龙美术馆西岸馆的美国

洛杉矶艺术家詹妮弗 · 圭迪中国首次美

术馆个展“满月”中，观众会感受到不

同寻常的能量光的指引。这个展览是圭

迪艺术实践及其艺术创作过程演变的缩

影。这位艺术家着迷于光线和色彩，其

作品往往遨游在物质和精神的世界中，

无论从名称或视觉上，都显出与自然界

的联系。她尝试使沙子永久地保留在画

布上，用以描绘引人入胜的自然和宇宙

现象。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圭迪此次来

沪的展品中有15组是全球首次展出，

包括《思绪随着你的山脊移动》《爱与

月光》等。

法国艺术家贝唐 ·拉维耶在中国内

地的首个美术馆级大展“移花接木”近日

登陆复星艺术中心，具有代表性的7大

系列作品集结在展览中，回顾这位艺术

家开创性的艺术实践。除了其以标志性

的挪用艺术探索绘画与雕塑、表现与抽

象、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还有通过

“场景构建”理念打造的颠覆既有观展体

验的奇思妙想世界。德国艺术家托马

斯 ·迪曼德在中国的首个全面回顾展则

将于7月8日空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上海馆。这位艺术家融合雕塑家和摄影

师的天赋，试图捕捉当代图像文化根源

下不可思议的“结舌”。展览将以近70

件作品跨越其25年间的创作历程，涵盖

摄影、电影、墙纸多种媒介。

从“长效设计”到高级珠
宝，以艺术链接美好生活

这个夏天前来申城“报到”的国际大

展中，除了纯艺术类，还有不少跨界展

览，以艺术链接美好生活。

“长效设计”源自日本，可谓对时下

消费观念及时审视与纠正的“另一种设

计”，没有牵强的形式或过度的人工雕琢，

讲究可持续性。新近于明珠美术馆启幕的

“长效设计：思考与实践”，是该理念在上海

的首个大型展览。展览以9个单元600余

件展品，全面系统介绍“长效设计”教父长

冈贤明独特鲜明的设计思考与多领域实

践，不仅囊括“长效设计”在日本的丰硕成

果，还特别甄选呈现10位中国设计师与品

牌各具特色的探索。这是一种对人与物、

人与人的关系的重新思考，试图对“如何获

得真正幸福的生活”的一种发问，将启迪各

行各业共同探讨。

为美好生活增色的，亦定然少不了珠

宝艺术的璀璨与优雅。近日登陆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的“梵克雅宝：时间、自然、爱”

典藏臻品回顾展，集结法国百年珠宝

品牌梵克雅宝于1906年问世以来创

作的逾300件高级珠宝、腕表和珍贵

物件，令这一高级珠宝世家的百年风

华延绵至上海。其中，不少精湛技艺

看得人们大开眼界。例如，在1920年

代创作的梵克雅宝珠宝作品中，人们

能发现“轻”这一显著的设计特征——

铂金底座上镶嵌钻石和珍珠的设计作

品尽显轻盈与灵动之感。1933年获

得创新技术专利的隐秘式镶嵌工艺，

更堪称鬼斧神工——饰品正面没有任

何肉眼可见的金属爪底座，简洁悦目

的镶饰效果，令珠宝无比玲珑剔透，近

百年来备受青睐。

莫兰迪领衔，一大波海外艺术大展纷至沓来

余华曾说：“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

在这本杂志上的。”王安忆曾说：“它从来不嫌弃初写者的幼

稚和狂妄，也不盲从和遵命……还具有一种好奇的童真性

格，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抢着探索的准备，这就使它始终呈

现出年轻的面貌，活力充沛。”

这份杂志正是即将迎来65周岁生日的上海文学期刊

《收获》。昨天，“与《收获》同行——《收获》创刊65周年特

展”在位于“上海之巅”的最高书店——上海中心朵云书院 ·

旗舰店开启，带人们走近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遇见”莫

言、余华、王安忆、苏童、孙甘露、金宇澄等作家，呈现一幅生

动的中国当代文学画卷。

展览入口处，一面巨大的作家签名墙引人关注，一个个熟

悉的名字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1957年，巴金、靳以主编的

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在上海诞生。在展览首个板块——“《收

获》与巴金”中，杂志创刊号和复刊号集中亮相，巴金为《收

获》写下的文字、编辑部老照片及视频资料具有史料价值。

“65年来风风雨雨，但《收获》的创新与坚守都表明了

‘出人出作品’的初心不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说，多

年来这份沪上老牌杂志一直在探索适应时代，“作品的质量

不能滑坡，我们牢记巴金先生的叮嘱‘把心交给读者’。时

代快速变化，思潮涌动，越是如此，文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扎根这座城市的《收获》更要维护住文学成果，为读者提供最

好的精神食粮，体现上海的格调与担当。”

“《收获》与中国电影”板块里，一张巨幅海报和原著索

引图，拼起了《收获》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从《茶馆》《日出》

《野火春风斗古城》，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美食家》《人到中

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繁花》……中国一批经典电影的原

著小说都首发在《收获》，导演张艺谋曾在《文学驮着电影

走》中深深致敬《收获》杂志：“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

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

世界。”

准确的文学艺术判断与大胆尝试，让《收获》推出了一

批批文学新人。比如，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小说叙事

和语言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1988年、1989年《收获》两次

青年文学专号推介中，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都以非凡想

象力和精妙语言，发表了引起重大反响的作品，《浮躁》《活

着》《九月寓言》《丹青引》《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书写了日

常生活的戏剧性，彰显文学的精神力量。在“《收获》与文学

大家”板块中，读者通过一张张作家名片，可以看到五十多

位作家在《收获》留下的文学印记，还有冰心、冯骥才、余光

中、莫言、贾平凹、王朔、余华、马原、王安忆、孙甘露等文学

大家的珍贵手迹、书信、手稿。

作家李锐曾感慨：“一家两代三口人同时为一本杂志写

稿子，这件事情恐怕在中国也少有。”这样的情况在《收获》

杂志却并不少见，父女、兄弟、母女、夫妇，甚至是祖孙三代

人，他们都有可能不断相遇在一本杂志的文学空间。比如，

叶圣陶、叶至诚、叶兆言祖孙三代从事文学创作，都曾在《收

获》发表作品。

“此次特展是想表达一种敬意，致敬中国文学，也致敬中国的作家和读者。文

学应该永远保持时代高度和思想高度。”程永新表示，无论是策划特展、做排行榜，

跨界脱口秀、打造App等，杂志都希望吸引更多读者亲近文学、爱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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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许旸

《收获》创刊65周年特展在上海朵云书院 ·旗舰店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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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术馆西岸馆詹妮弗 ·圭迪中国首次

美术馆个展“满月”现场。
▼即将现身久事美术馆“乔治 ·莫兰迪展”的莫兰

迪静物作品。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梵克雅宝：时间、自然、爱”典藏臻品回顾展现场。

由何念

执导、改编

自曹禺经典

名著的话剧

《原野》将开

启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下

半年演出的

大幕。

 《觉醒年代》排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