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 5文化 责任编辑/王鹏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姜方

“金秋上海迎来收获的季节，剧场和音乐厅正在接连‘放大

招’！”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即将开幕，面对纷至沓来的优

质演出，乐迷汉影忍不住感慨。伦敦交响乐团余音犹在，三支不同

风格的乐坛“顶流”又将陆续亮相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乐迷熟悉的“老朋友”们都回来了。10月20日，中国常

客、“姐夫”瓦莱里 ·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第四度登台东

艺，以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肖斯塔科维奇《b小调第六交响

曲》与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奉上纯正“俄罗斯之

声”。10月30日—31日，曾在2017—2019年连续三年造访东艺

的“古典天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也将在时隔五年后回归上海。

乐团将在安德里斯 · 尼尔森斯执棒下，带来德沃夏克杰出的《d

小调第七交响曲》，以及呼应2017年尼尔森斯中国首秀时为人称

道的经典之作——理查 ·施特劳斯交响诗《英雄生涯》。此外，曾

凭录制肖斯塔科维奇交响全集荣膺三座格莱美奖的尼尔森斯，

还将与乐团共同演绎肖氏《降E大调第九交响曲》。钢琴家布朗

夫曼也将倾情加盟，上演贝多芬《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库伦

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继去年首度访华获得了中国乐迷的认可后，

11月20日—21日将再次访沪。这位喜欢调制香水和写诗的当红

指挥鬼才，将率领乐团在第一场带来瓦格纳与马勒的浪漫主义巨

作，第二场与小提琴首席沃尔科娃带来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与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

节目单排期表上，乐坛众多名家“星光”耀眼。11月4日—5日，

玛塔 · 阿格里奇将与有着卓越技巧的小提琴家吉尔 · 沙汉姆共

同领衔，携手丽达 ·陈-阿格里奇、西奥多西娅 ·恩托库、李坚、玛

丽 · 帕洛特、埃德加 · 莫罗，连续两晚带来横跨室内乐与协奏的

演出。

海外多支重量级舞团将带来各自的新作和代表作。10月

23日—24日，日本国宝级大师坂东玉三郎为顶级太鼓乐团鼓童

执导的著名代表作《打男》将迎来上海首演。这场《打男》演出是

该作品在中国内地的首次巡演，坂东玉三郎亦为此对该制作进

行全新舞台复排。“打男”的意思是“打鼓的男人”，展示鼓童对于

纯粹鼓乐可能性的无尽探索。届时，《打男》将呈现日本太鼓演

奏的精髓和新面貌，在雷动与寂静之间交织出细致多变的丰富

音色。11月14日—17日，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第五次亮

相东艺。此次，舞团将用两部经典巨制、四场演出续写与东艺的渊

源。除了上海观众熟悉的《安娜 ·卡列尼娜》外，另一部《俄罗斯的

哈姆雷特》也将在时隔12年后再度来沪并以全新编排上演，在马

勒与贝多芬音乐的加持下，再现18世纪俄罗斯宫廷阴谋的氛围。

东艺金秋节目单“星光”耀眼

名家名团接棒伦敦爱乐来沪

“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又是

一年重阳节，上海推出不同类型的群众

文化活动，让人们亲近传统节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浓的尊老敬

老氛围。

九九重阳，“糕”兴过节

九九重阳，食糕是绕不过去的习

俗。甚至，民间有谚语：“重阳不吃糕，

老来无人邀。”在闵行，一年一度的颛桥

糕会如约而至。走过16年的这一传统

糕会今年有两大创新：为助力文商旅融

合，首次走进商圈——龙盛国际商业广

场，时间延长至三天，覆盖整个周末；还

加入了新朋友——台湾的萝卜糕、紫米

糕。颜值“糕”、人气“糕”……寄托美好

寓意的各类糕齐上阵，让人们在视觉与

味蕾的双向奔赴中“糕”兴过节。

当然，东道主的颛桥桶蒸糕必不可

少。作为颛桥地区民间纯手工制作的

传统糕点之一，它既是常年逢熟吃熟的

农家食品，又是数百年来农家改善生活

的智慧结晶。每逢重阳节、春节，人们

最乐意自家制作桶蒸糕，并与亲友共

享，已成为当地一种习俗，并流传至

今。颛桥桶蒸糕选料讲究，主要原料是

糯米粉和粳米粉，按适当比例掺水拌

合，需加入适量食糖或甜品佐料，逐次

装入木制糕桶后，隔水用高火连续蒸煮

而成。出锅冷却即食时味道美好，若切

成薄片贮存于冰箱中，数日后隔水蒸软

仍可保持原味。2015年5月，上海米糕

制作技艺（颛桥桶蒸糕制作技艺）被列

入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而颛桥的重阳节习俗，也是闵行区

非遗。据《颛桥志》记载:“1922年颛桥工

商界举办第一届重阳节，邀请商贩设摊赶节。从此一年一度。”在

很长一段时间，九月初九举行重阳节庙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2008年10月5日，颛桥镇恢复传统习俗，举办“九九颛桥”重阳

民俗文化活动，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了丰富参与感、体验感，今年的颛桥糕会现场汇集了香囊

制作、钩针编结、上海剪纸（颛桥剪纸）、中医药香品调制、中式服

装盘扣制作、奉城木雕、羽毛镶嵌、叶榭竹编等多项非遗技艺，打

造非遗消费展示新空间。此外，还将陆续带来“糕”光幻夜光影

秀、“老有趣”时装秀、社区文艺大联演、民俗文艺演出等。

延续传统，文化敬老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孝老、爱老的优良传统，重阳节也被称为

敬老节。上海各区举办多彩人文艺术活动，以文化敬老的方式打

开传统节日。在评弹艺术传承基地——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长艺

书苑，有着46年舞台经验的评弹演员徐少华登台，为听客们带

来了经典选段《姜太公》，精湛的演技和动听的唱腔赢得阵阵掌

声和喝彩声。延续往年的传统，书苑在今年的重阳节为每一位听

客准备了重阳糕。人们一边品尝着绵糯香甜的美味，一边感受评

弹艺术的魅力，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让现场氛围温馨又愉悦。

今年10月是全国第十五个“敬老月”，崇明区以“乐享乐龄，

构建老年友好型生态岛”为主题，持续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爱老敬老助老活动。其中，仅重阳节当天就有20余项重点活

动。比如，三星敬老院的慰问演出，堡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老

年趣味运动会、城桥镇为老服务助餐点的助老为民服务集市、各

中小学（职校）的重阳节感恩主题系列活动等。

在静安区，江宁路街道邀请人们参与一场“心灵按摩”，前来体

验“音乐律动”心理减压活动；曹家渡街道特邀上海市人民滑稽剧

团助力，通过讲述独脚戏的“说、学、做、唱”，为社区居民送去欢声

笑语、于“笑里藏道”中传播海派艺术。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则为

社区老人量身定制中医健康讲座以及义诊活动，让情暖夕阳红。

民俗专家陈勤建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有成规模的民间活动，根据节日

内容演变出种类繁多的形式，成为独特的文化图景。世界范围

内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凝聚，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样内容和形

式都饱满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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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昨天下午，“与
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上海市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活动“玉兰

芬芳 ·艺心惠民”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获奖演员文艺志愿讲演系列活动暨首场

讲演在宛平剧院正式开启。活动由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办公室主办，

以文艺志愿讲演的独特形式，鼓励文艺家

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昨天正值重阳节，不少老年观众和戏

迷早早来到剧院等候。据了解，本次讲演邀

请20名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

演员作为主讲嘉宾，20场讲演涉及京昆越

沪淮五大剧种，体制内外艺术家将陆续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进医院、进

新城、下基层、下部队，开展相关戏剧普及

推广讲演，内容中有讲、有唱、有演，让爱好

者和戏剧名家面对面互动，不断发挥白玉

兰戏剧奖作为上海文化“码头”与“源头”的重

要作用。

在启动仪式上。讲演艺术家代表安平、沈

昳丽、梁伟平以“文艺轻骑兵”的形式送上戏曲

联唱表演。随后，沈昳丽与黎安带来主题为“从

古典文学到当代剧场——浅谈新古典主义昆

剧《琵琶行》的传承与发展”的首场讲演。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作为全国重

要的戏剧奖项之一，在促进新秀成名家、推动

名家成大师的过程中，发挥出强大的集群、辐

射和示范效应。本次文艺志愿讲演系列活动也

是白玉兰戏剧奖为获奖演员搭建更多展示平

台，将更多优质讲演送到百姓家门口，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的创新举措。

白玉兰戏剧奖获奖演员文艺志愿讲演系列活动启动

戏剧名家来到观众身边

“重阳节听完这首歌想家了”“爷爷奶奶

们跟着感觉走太酷啦”，类似轻盈又温馨的

评论在昨夜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社交文案。

九九重阳，《霞光满天山河颂——20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阳特别节目》温情上

演。今年的重阳特别节目由全国老龄委指

导，以“登高望远”为主线，以承载着中华民

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壮丽山河为基底，

串联起“重阳乐 ·茱萸自有芳”“重阳志 ·为霞

尚满天”“重阳情 ·久久颂歌长”三大篇章。

伴随祖孙步步登高，当代老年人的生

机活力、乐观态度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让年

轻人在共鸣里体悟时代幸福感。与此同时，

重阳节登高辞青、插茱萸、吃重阳糕等传统

节俗也在祖孙登山的过程中一一展现，传

递重阳的文化韵味。

当代“前浪”故事的书写

当下的老年人什么样？总台重阳特别

节目借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创新书写当代

“前浪”故事，在荧屏展开一幅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动人画卷。

节目从“国潮”概念里汲取灵感，将青

年文化与老年人熟悉的生活图景融合创

新。演播厅里，创意舞蹈《八段锦街舞》让人

耳目一新，八段锦博士、街舞少年齐上阵，

与爷爷奶奶们携手演绎pumpking式的八

段锦。走上街头，说唱歌手“打入”广场舞内

部，《山河图》搭配《最炫民族风》被网友称

作“今天重阳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两个创

意节目，前者提供给观众“让老年人学会街

舞、让青少年更了解八段锦”的双重体验，

后者凭活力满满的精神状态，拓展了全年

龄层的共情公约数。

导演孟繁一表示，节目一方面要“让全

龄层的观众都喜欢看”，另一方面是对当下

老年人生活状态的一次深刻展现。节目中，

老年人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诠释着“花样晚年”。他们用行动证明年龄

不是限制，而是智慧和经验的积累。比如，在

熟悉又陌生的《跟着感觉走》旋律中，老年乐

队、机车爷爷奶奶、老年芭蕾舞者和钢琴爷

爷等一一登场。“这是他们生活中的样子。”

网友们感慨，真实自有感染力，活力与魅力

的舞台背后，不正是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节目中，积极组织参与“银龄行动”的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杨朝群老人受邀前

来，为大家讲述“老有所为”的故事。“人民

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的非凡

人生亦是昨夜观众心目中的高光时刻。不

仅有请进来，节目还走出演播室、走进社

区。短片《快乐社区》里，总台主持人、奥运

冠军陈梦、音乐系教授宋静等嘉宾从“一堂

课”“一节操”“一餐饭”的“两创”进社区文

化活动里，体验了一把青岛社区老年人的

生活。这些温馨瞬间里，点点滴滴都是老年

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的

实践日常。

传统重阳文化的现代表达

九九重阳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自先秦至今，人们在登临山水的超逸风

度中，感受登高节俗的自然生命底蕴，许下

长寿、安康、祛灾的美好祝愿。

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影像再现，总台

重阳特别节目展示了特有文化的象征仪式。对

今天的许多人而言，登高、插茱萸是我们从千

百年的诗词古韵里传习的传统与风俗。节目串

联时代故事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广大观众对

重阳文化的认知。

比如开篇的“登高”故事短片，随爷孙组合

的脚步，人们得见重阳节自古以来的节日风

貌：亲友们登高爬山，吃重阳糕、放纸鸢、赏菊、

宴饮等秋日游玩其实有个特别雅致的名字，叫

做“辞青”。节目以此点题“辞青”——它与春天

的“踏青”相对应，寓意秋收时节、登高抒怀，与

山中的绿意挥别，为迎接严冬积聚内在力量。

来自河南上蔡的95后姑娘邵姝源，把大家

的视线带到她的家乡，感受“中国重阳文化之

乡”的浓浓节日氛围，更一睹重阳茱萸绛囊的

魅力。身为这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二

代传承人，她与非遗技艺的结缘，既源于“润物

细无声”的文化滋养、家风的传承，又何尝不是

传统文化生机焕新的时代注脚。

“大自然不惧辞别青绿，生命不惧辞别青

春。”当短片里的孙女渐渐领悟到九九重阳文化，

荧屏前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被唤醒，便奏响

了荧屏内外跨越古今、神游天地的情感共鸣。

    总台重阳特别节目温情上演

以时代幸福感焕新“重阳”底蕴

“十月鲜花，即一切诸声为乐，环挂长

空，直面一切奇妙。”古城公园草坪正中，一

个高达三米的巨型白色信封被“拆开”，这

封“莎翁来信”为游客们开启了一段特别的

戏剧体验旅程。昨天，演艺大世界“公园里

的莎士比亚”（第三季）演艺市集，作为第

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文

化惠民项目亮相。

随着城市草坪20分钟效应的火热出

圈，城市公园也逐渐成为年轻人热衷的“小

众微度假”目的地。今年，“公园里的莎士比

亚”选择在古城公园全新升级，围绕“演艺

市集”概念，将户外剧场、露天影院、艺术市

集、公园巡游、沉浸式小舞台集于一体，打

造一场场全天候、沉浸式的演艺场景，让观

众得到全方位、立体式的观演体验。“还戏

剧于户外，让经典走进人民”，正如上海大

光明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张曙所说：“希望市

民和游客可以进入、参与进来，在公园免费

的自然空间里，感受戏剧的魅力。”

处处都可当舞台，人人皆是
“剧中人”

古城公园北接外滩，南邻豫园，地处上

海老城厢城市腹地，以“古”与“新”的完美

融合为设计理念，既保留了上海传统文化

的精髓，又通过园林展现现代生态与休闲

惬意，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兼具文化内涵和

生活享受的公共空间。

走进公园，衣着五彩斑斓的戏服、踩着高

跷的演员队伍十分引人瞩目。仔细一看，戏服

上印着《第十二夜》中文台词，原来是乌龙剧团

的演员在“空中”与游客热烈互动。区别于传统

剧场的封闭性，“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更加突

出户外感，强调开放多元、兼容并蓄。活动设

置了八大主题区域：“演艺大世界”“莎翁的公

园来信”“哈姆雷特抉择台”“浪漫至极，罗密

欧与茱丽叶”“缤纷难忘的第十二夜”“威尼斯

的船”“仲夏夜之森林梦境”“B.Duck小黄鸭联

名”，围绕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核心元素和超级

IP精心打造，拓展出丰富的户外活动和露营

体验，为常态的戏剧观众塑造了更多耳目一

新的观景表演空间。在这个“莎翁”的梦幻乐

园里，处处都可当舞台，人人皆是“剧中人”。

长达10天的戏剧嘉年华中，“公园里的

莎士比亚”将莎翁经典与公园的自然空间相

结合，把古城公园变为一个充满戏剧文化氛

围的“超级游乐场”，更新着“城市微度假”体

验，也撬动了“戏剧+”文商旅融合新场景。

“莎翁市集”不只有戏剧

除了主题装置打卡，活动期间，古城公园

还变身为充满戏剧文化氛围的演艺市集，融逛

街、赏景、品美食、文创、即兴表演于一体的“松

弛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文化

感十足的城市公园中释放初秋的多巴胺。

“散落式”的即兴表演与莎士比亚戏剧的

互动巡游，将在逛玩之间随时与观众擦身而

过——话剧、木偶戏、光影杂技、泡泡秀、街头

乐队等多种表演，在这个梦幻乐园里轮番登

场。无论是追求时尚的Z世代，还是热爱传统

戏剧的观众，都能在这独特的户外舞台中体

验蓬勃的戏剧魅力。

活动期间，古城公园除了开启“白+黑”双

栖的嘉年华模式，每逢周五、周六夜晚，主舞台

还将迎来周末特别嘉宾演出《莎士比亚的花园

GALA》，林墨、翟李朔天、张沁丹、王翰闻、程

晨、蔡鼎延、栾靖宇、许扬等歌手将齐聚星空

下，一起用歌声点亮莎翁经典狂欢之夜。在公

园一角，还安排了《威尼斯商人》等高清戏剧

放映，古城Style的“莎士比亚”将拉近戏剧与

观众的距离，让人们在戏里戏外尽情享受，感

受戏剧艺术与海派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演艺市集亮相古城公园

在老城厢腹地，有一座“莎翁”梦幻乐园

昨天，演艺大世界

“公园里的莎士比亚”

（第三季）演艺市集，作

为第23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艺术天空”

文化惠民项目亮相。

（主办方供图）

▲走过16年的颛桥糕会今年首次走进商圈。

(主办方供图）
 《霞光满天山河颂——2024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重阳特别节目》温情上演。 （央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