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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24年6月24日至7月2

日，柏林爱乐将深度嵌入上海的文化版

图，推出驻场演出项目。柏林爱乐首席

指挥基里尔 ·别特连科率团，携手钢琴家

王羽佳将奉上4场交响乐、若干场室内

乐和一系列艺术教育活动，展现名团风

采。本次演出预计将于2月底正式开

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还将牵头

推动柏林剧团中国巡演，让更多观众欣

赏高质量的演艺内容。

“话剧国家队”北京人艺曾经于1961

年、1988年、2012年、2014年携大规模剧

目来沪演出。今年10月，北京人艺将再

次集结话剧《茶馆》等5部热演大戏来沪

驻演，其中不少作品扎根传统文化，用现

代手法不断创新演绎，通过不同角度展

现中国形象，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

事。“我们将集结剧团中坚力量，带来

以《茶馆》为代表的经典与新作，为上

海观众送上戏剧盛宴。”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副院长秦新春透露，演出同时还将

开展艺术教育、研讨会等活动，与上海

文化界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交

流。“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北京人

艺一直倡导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之中，

我们希望将更丰富更优质的戏剧文化作

品献给观众。”

据悉，名团汇聚上海舞台之时，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还将在爱丁堡艺

术节期间举办“聚焦中国”品牌活动，

在香港举办“上海文化周”系列展演活

动，并从今年起与国际表演艺术协会

（ISPA） 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赋能全

球演艺市场、服务全球演艺贸易的全新

演出交易平台。

吸纳中外名家名团，链接
全球演艺市场

昨天，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参演剧（节）目、委约作品、展（博）

览、“艺术天空”以及“扶持青年艺术家计

划”项目的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主办方

表示，艺术节将按照“总量控制、注重品

质”原则，注重申报项目的“国际性、艺术

性、人民性、创新性”，鼓励围绕庆祝新中

国成立75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进行创

作，积极发挥艺术节的平台功能，吸纳中

外名家名团展示优秀艺术创作成果。

其中，“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项目

申报面向45周岁及以下的全球青年艺

术人才，不限作品主题，鼓励全球舞台艺

术与视觉艺术领域的青年艺术家在敢于

个性表达的同时，关注创作主体与时代、

与社会、与观众、与表演空间的关系。入

选创作者将会获得制作资金、展示场地、

专业技术设备和宣传推广等多方面的支

持，并有机会在专家一对一的指导下完

成完整创作。

此外，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在

澎湃新闻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织专门

力量，通过多维度、多角度的观察，推出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影响

力指数致优榜单”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白皮书（2023年度）》。白皮书拟于1

月底正式发布，以多维度的论证分析，为

艺术节提质升级、为演艺行业未来发展

指明路径。

我本无意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

近日，一支名为《江南》的舞蹈视频走红

网络，舞姿一步三颤，风格小巧克制，散

发着软糯灵动的韵味。在刚揭晓的第十四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的评

选中，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原创作品

《江南》位居前列。网友们在视频评论区留

言点赞：“温柔水乡、渔家灯火在流光潋滟

里浮现，好一幅江南诗画。”“从‘莲叶何

田田’到‘误入藕花深处’，处处是江南。”

《江南》让人眼前一亮，却也生出很多

困惑：这是什么舞种？“江南民间舞讲求克

制内敛、小巧细腻、柔美婉约，与吴侬软

语保持一致性。”编导之一、上戏舞蹈学院

民间舞教研室主任李丹介绍，《江南》运用

了环太湖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进行创作，包

括无锡、江阴一带的渔篮花鼓、渔篮虾

鼓，宜兴的男欢女喜和金坛的秧歌灯，老

一辈民族民间舞专家将这些素材归纳为

“江南”。

为“国潮”增色，民间舞碰触
传统文化意境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的中国舞

蹈“荷花奖”评选是代表中国专业舞蹈艺

术最高成就的专家奖，以导向性、公正性

和权威性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具有行

业风向标的意义。本届“荷花奖”民族

民间舞评奖，共有401个作品参选，45

个作品入围终评，现场终评得分前六名

胜出，得奖率不足1.5%。上戏舞蹈学院选

送的 《江南》 为何能以98.48的高分跻身

前列？

每个人心中的江南是不一样的，可能

是一首诗词，也可能是一幅画卷，更多的

是千姿百态。有舞蹈评论家表示，《江南》

以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为主基调，是一首写给江南的情诗。春江

渔火，舟行施施，绘不完的江南秀色；碎

步园林，人移换景，道不尽的江南情韵。

“中国古典舞的兴盛与我们的文化自信高度

相关。《江南》为舞蹈‘国潮’增添了重要

一笔，民间舞也可以碰触到传统文化的意

境。”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

《江南》 由吕梓民、李丹编导，2022

年初启动创排工作。民间舞尤为强调地域

性，但江南民间舞并非教学大纲中的内

容，想完美呈现其韵味与精华要依靠全身

心投入打磨。在正式创排之前，两位编导

带着学生们深入学习研究江南典型的舞蹈

元素。“我们从早到晚只做一件事，就是把

‘江南’跳到骨子里去。只有充分掌握这种

风格，在后续的创作和表演中才能得心应

手。这种对舞蹈的执着，一直延续到现

在。”吕梓民说。在此基础上，编导与学生

们在排练教室里反复打磨，通过队形变化

和空间调度，将舟行、渔火等如画图景一

一呈现。

“1989年，我考入上海市舞蹈学校，

是最后一届学习江南民间舞的人。随着老

一辈教师的退休，这个舞种已经‘沉寂’

多年。”李丹坦承，当下全国各大艺术院校

都在努力形成各自特色，自己有责任去保

护和发展“江南”。“现在，这种风格的舞

蹈几乎没人认识了，即便去当地采风，也

极少在民间见到。如果不抓紧传承，它可

能会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舞出江南秀色，地域“风味”
亦要与时代同频

近年来，舞蹈创作者从传统文化、本

土文化中汲取营养，编创出许多风格鲜

明、深受观众喜爱的舞段。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一段小板凳上的女子群舞，精

准捕捉到海派风韵特征，素色粗布旗袍与家

常蒲扇，舞出了弄堂深处普通人家的“烟火

气”；舞剧《咏春》则从岭南特色的咏春和

香云纱中提炼灵感，将民俗文化融入到剧情

中，让非遗传承呈现新的生命色彩……从

这些火爆出圈的舞蹈佳作中，不难窥见中

国舞蹈锐意创新的背后，有着悠长的历史

脉络和深邃思考。

在创作中，《江南》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和讨论——在注重技术性、观赏性的同

时，民间舞如何才能更有传承性、发展

性？在李丹看来，构建江南民间舞语言体

系需要“恢复”与“提炼”并举。“江南”

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课堂的，新作品必

须提升质感，才能跨越时光沟壑，与当下

审美接轨。“我们不仅保留了‘江南’风

格，还提炼出‘克制内敛、小巧细腻、柔

美婉约’的要诀。发力方式是收着做的，

很少有大开大合，动作灵巧更显细腻，整

体审美呈现是柔美婉约，与吴侬软语保持

一致性。”

2011年，李丹创作的群舞 《一抹红》

曾获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时

隔12年再获“荷花奖”，令她心潮澎湃。

“中国舞蹈创作水平越来越高，作品数量非

常惊人。事先，我们根本没想过能拿奖，

唯有做好舞蹈、音乐、道具、布景、服

装、化妆、发饰等一切细节，尽可能地诠

释完美的《江南》。”吕梓民告诉记者，参

评“荷花奖”时，《江南》 又进行创新调

整，增加“少年凉亭一梦”的人物主线。

“舞蹈中包含了人生哲思，那是‘梦里寻他

千百度’的惆怅。”

江南民间舞的下一步将奔向何方？记

者注意到，作为“上海之春”重要板块之

一，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已成为沪苏浙皖

舞蹈精英交流竞技的平台。2023年第二届

展演在沪举行，不仅演出“一票难求”，连

网上直播间也热闹非凡，下午场直播就有

4.2万个互动留言。《富春》《秋熟》《春水

前溪》等作品虽同是江南风情却也有着各

自韵味。专家指出：江南民间舞并不缺乏

观众与市场，创作者在守住地域特色“风

味”的同时，也要与当下审美同频，题材

上尽可能贴近时代和生活，才能打造“对

路”的舞蹈作品。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原创作品摘得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沉寂多年的江南民间舞焕新绽放

近日，一个文娱领域的热搜引发全网热
议——某娱乐公司股价暴跌近80%。如果
说股价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那为何偏偏
该公司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不单
是因为其坐拥多位知名偶像艺人，与此同
时，其流水线造星模式一直以来也是被诟病
的一大积弊。眼下，曾被视为“艺人经纪第
一股”的该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阶段性遇冷，
值得整个行业警惕和反思——“偶像批发”
模式行不通了！

追溯该公司的发展，与韩流文化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最首要的一条，
便是引入“练习生模式”批量生产唱跳男
团女团艺人。看似“可复制”“标准化”的
造星模式自然引得追求快速变现的资本入
局。与该公司同步，一批偶像艺人公司如

雨后春笋，在市场高歌猛进。
可也正是公司的急速裂变，加之对艺

人、粉丝的疯狂压榨，迅速暴露出这一整
条产业链上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养成系”偶像模式在资本入局
后更是加速复制、批量生产，由此产生了供
大于求的局面。可流水线的操作模式下，不
仅练习生从外形到艺能可谓千人一面，就连
歌曲、表演等所谓作品也是“工业味儿”十
足。难怪有网友调侃，偶像练习生太多，粉
丝都不够用了——是为供需失衡；

其次是一整套体系以“快速变现”为
核心目的，因而在训练期，更注重外形打
造、唱跳训练的速成，以使艺人被快速投
放市场。这就导致不少练习生一夜成名
后，由于缺失文化素养与艺德艺能的沉

淀，不仅业务能力频频遭遇质疑，不少还
因名利诱惑快速迷失以致负面新闻缠身甚
至“塌房”。而能被聚光灯打亮的偶像终究
是少数，加之偶像舞台生命期短暂，大量
腰部、尾部练习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转而
滑坡至直播带货平台，造成资源的错配与
浪费——是为生态失衡；

更进一步，这批资本流水线打造的艺
人，因缺乏过硬综合素养与优质作品立
身，通常难以赢得更广泛大众的认同与喜
爱。而要维持商业价值高位运行，不得不
在粉丝圈层加倍攫取。做数据、买热搜、
争番位互撕等不良饭圈文化滋生，加剧了
大众对这类艺人的恶感，社会价值负面影
响日彰，粉丝为给心仪练习生投票而大量
购买赞助商奶产品留票倒奶的荒唐行径，

直接将这种“粉丝供养”的畸形生态暴露
无遗——是为价值失衡。

凡此种种最终造成了产业的不可持
续。可以说，当前“艺人经纪第一股”所
遭遇的市场震荡，只是整个行业亟待转型
变革的缩影。大众日益提高的文娱欣赏与
消费需求，使得其他以“练习生”起家的
公司同样面临考验。诚然，通过造星获取
商业利益是正常市场行为，但也应尊重艺
术创作与人才培养规律。归根结底，偶像
艺人既是公司的所谓“核心资产”，也是需
要服务人民、为人表率的公众人物。如果
一味竭泽而渔，最终只会反噬自身。我们
由衷希望这些造星公司能够及时转型，沉
下心来培养真正有德行有艺能的优质偶
像，让商业发展与社会期待同行共进。

黄启哲

“偶像批发”行不通了

面对浩瀚书海，小读者们寒假怎么

选？近日，第九届“新青藤”寒假童书榜

在沪发布，《左右》《大作家写给孩子们：

自然纪事》《小蝌蚪有个懒妈妈》《捉》等

十部作品上榜。

近年来，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几乎

蜂拥抢滩亲子阅读市场，中国童书创作

与出版势头发展迅猛，是近20年来出版

业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上海大学中国

创意写作研究院教授谭旭东指出，随着

童书市场持续领跑，细分赛道竞争激烈，

儿童文学创作也存在同质化、跟风模仿

等瓶颈，业内呼唤更多彰显本土特色和

时代特征的原创读物，滋养中国孩子的

童年，引导小读者从中添智、养心、立志、

受益。

近期公布的“新青藤”寒假童书榜的

上榜书目共计十种，既有不断推陈出新

的名家名作，也有新生代作家的诚意书

写。其中，青年作家李长菊《左右》是一

部少女成长小说，剖析青春期孩子们面

临现实困境时的迷茫，耐人寻味。

作家秦文君幻想小说《“小鸟公主”

系列》立足于儿童生活现实，又有着轻盈

浪漫想象，精妙把握了儿童内心，打破传

统公主形象，将古典美与当代儿童明媚

精神面貌结合。书中有成长中的困境和

迷思，也有真我的寻找。

儿童文学并不回避沉重与灾难叙

事。以作家舒辉波最新作品《妈妈不说

话》为例，小说以“5·12”汶川地震为背

景，于伤与痛的裂痕处，传递出爱亦生生

不息的力量。旅德儿童文学作家程玮

《运河边的密室》将儿童文学探讨的话题

聚焦于有些沉重而敏感的“战争”，讲述

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女孩与神秘德国老人

间的故事，和孩子聊聊战争与和平。《自

然纪事》是法国19世纪末文学家儒勒 ·

列那尔创作的自然随笔，用冷静细致观

察和返璞归真的笔触，讲述关于家畜野

禽、蚂蚁毛虫、花草树木的小故事，再现

世间万物和谐圆融的生命魅力。

“新青藤”寒假童书榜在图画书领域

也选出五部精品。其中，《捉》是少见的风格凝练素雅的儿童图

画书，全书背景和主要角色小狐狸仅采用灰、白、黑三色，唯一一

抹亮色是蓝色小鸟。看似简单的情节，包含创作者对于欲望、权

力、道德等命题的深刻思索，向世界呼唤爱与和平。《小蝌蚪有个

懒妈妈》是风格时尚明亮的成长图画书，用富有韵律和节奏的清

浅语言，讲述母女间互相理解包容的故事，读来俏皮温馨。

《有什么东西我买不来》《巴澎婆婆》都将视角聚焦中国乡土

生活，《有什么东西我买不来》浸润民间智慧，通过老爷爷赶集的

幽默故事，铺展出一幅幅淳朴良善的民风人情。《巴澎婆婆》带领

孩子体验传统中医艾灸与广西客家风情的文化之旅，鼓励孩子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偏见隔阂，获得成长的力量。入选图画书中

唯一引进作品是来自意大利的《如果你像喷泉一样哭泣》，由曾

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插画奖的新锐90后艺术家诺埃米 ·沃拉

创作，以一只蚯蚓的视角，讲述了眼泪的各种妙用，带领孩子思

考“哭泣”和“情绪”的意义。

据悉，本次“新青藤”寒假童书榜征集由上海少儿读物促进

会、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市中小学生读书活动促进会、上

海书城、世纪朵云、上海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小香咕阅

读之家等发起，包括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明天出版社、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数十家专业出版和阅读机构

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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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揭晓的第十四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

的评选中，上海戏剧学院舞蹈

学 院 原 创 作 品 《江 南》 以

98.48的高分位居前列。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供图）
制图：李洁

制图：冯晓瑜

近期公布的“新青

藤”寒假童书榜的上榜

书目共计十种，既有名

家名作，也有新生代作

家的诚意书写。

艺术的“上海主场”魅力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