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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讯 （记者
王筱丽）文艺评论与
文艺创作总是相伴

而生、互促共进，

不断推动着文艺事

业的繁荣发展。昨

天上午，上海文艺

评论基地揭牌仪式

在上海戏剧学院举

行。基地将围绕助

力上海文艺创作和

文化建设，培育思想精深、专业精湛的

文艺评论队伍，营造畅所欲言、敢说真

话的文艺评论氛围，强化褒贬甄别、激

浊扬清的文艺评论功能，建设与上海

国际文化大都市地位相匹配的文艺评

论高地。

今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

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

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

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

要力量”“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

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上海文艺评论

基地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文汇报社携手共建，三方将

依托各自在文艺创作、教育、理论、评

论、宣传、推广、惠民及对外交流等

方面的丰厚积累，通过资源共享、平

台联动，聚焦文艺专、精、特、新领

域，锻造提升比较优势，打造具有鲜

明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

文艺评论，合力推进上海文艺评论基地

建设，共建新渠道、新平台、新格

局，推动上海文艺评论“兵强马壮”

“声场响亮”。

据了解，基地将推动上海文艺评论

研讨会、高研班、专家库等共建事项，

聚智汇力打响上海文艺评论品牌，融通

中外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体系，以新

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评论

方向列入艺术学一级学科为新的建设起

点，积极推进文艺评论学科发展，着力

培养文艺评论学科方向博士、硕士学位

高层次专门人才。

与此同时，基地将建立评论工作联

席会机制，阶段性地梳理、盘点当下文

艺思潮和创作热点，为开展相关工作策

划选题、配置资源；建立文艺评论人才

库机制，为全市性文艺调研、文化课题

提供稳定而活跃的智力支持；通过举办

沙龙、座谈、研讨等活动，邀请文艺评

论工作者与创作者开展跨界对话和交

流，围绕当下文艺创作的热点问题、突

出现象等展开研讨。

揭牌仪式后，

三方联合举办了“习

近平文化思想引领

新时代文艺评论事

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文艺评论研讨

会”。中国电影评

论 学 会 会 长 饶 曙

光、上海交通大学

人 文 学 院 院 长 吴

俊、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理论组）成员夏

燕靖、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张素

琴、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从各自专业领

域出发，进行了主题演讲。

与会学者围绕文学、戏剧、影视、

舞蹈等门类的评论工作，以及古典文论艺

术批评话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

议题，分享理论研究和实践场域的经验

观点。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汇报社共建上海文艺评论基地

打造新时代文艺理论评论前沿阵地

寥寥细线勾勒的“雷峰塔”倒立着，

似要缓缓沉入水底……舞剧《白蛇》昨天

发布了全新海报，极具辨识度的意象留下

不少悬念：如何跨越东西文化，对中国传

统IP进行现代转码？原创舞剧《白蛇》2.0

版将焕新归来，于2025年2月28日至3月

2日再登上海大剧院舞台。这几日，在青

年编舞家王培先的带领下，主演敖定雯、孙

佳勇、谭一梅、宋雨等一头扎进上海歌剧院

5楼排练厅，展开紧张的排练磨合。

昨天下午，记者到现场探班时了解

到，新版舞剧将深度融合故事、角色与舞

段，并全面升级音乐、舞美、服化等元

素。“我们在保留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

上，对剧情进行更为细腻的梳理与重构，

确保每一个情节转折都更加合理、流

畅。”王培先说，“通过对白蛇与小青的深

入挖掘，强化‘一体两面’的对立与融

合，使故事主题更加鲜明、深刻。”

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同频共振

“曾经困住‘白蛇’的雷峰塔是不是

真的倒掉了？”舞剧《白蛇》以此疑问作

引，展开对古老传说的颠覆性解读。当记

者踏进排练厅时，敖定雯、谭一梅和孙佳

勇正在合练一段三人舞，他们的肢体扭曲

缠绕，难分难舍。“这是‘白蛇’‘小青’

和‘许仙’在剧中的首次同框共舞。舞段

的意涵不仅是将人物关系交代清楚，还要

注入饱满的情感。”王培先解释说，青白

二蛇本是“一体两面”，而许仙与“她”

之间爱恨交织，“编创这支三人舞需要更

大胆的创新、更细腻的打磨，才能把复杂

内容灌注到肢体之中”。

舞剧《白蛇》源于三个女人的一拍即

合——芭蕾艺术家谭元元、上海大剧院总

经理张笑丁、戏剧导演周可共同看到了

“白蛇”故事本身跨越时代的生命力：白

蛇对于“人性”的主动追求，对于“人妖

殊途”之清规戒律的主动抗争，即使放置

在当代语境中，依然可以与现实生活同频

共振。主创团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法，重新解读传统的东方故事。“白蛇”

是符合社会期待的温柔贤淑形象，代表着

自我；“青蛇”则是具有冒险精神和欲望

张力，代表本我。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

列三部曲之一，舞剧《白蛇》汇聚各界顶

尖艺术家，集结国内外一线舞者。该剧自

2022年11月首演以来，因其虚实相生的

创新架构、中西交融的舞台魅力赢得赞

誉。作为第五届进博会人文交流平台

“场外剧目”，《白蛇》为八方来客打开一

扇展露国风气韵的窗；2023年3月，《白

蛇》第二轮演出也获得关注。本周初，舞

剧《白蛇》启动新一轮创排，王培先担当

2.0版本的编舞，与舞者们一同细化升级

舞段。

演员阵容方面，敖定雯、谭一梅、宋

雨等曾参与首轮演出的“老将”仍默契登

场；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芭蕾舞团首

席演员张晋浩、美国辛辛那提芭蕾舞团首

席演员刘思睿、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主

要演员孙佳勇、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

员王念慈和苏海陆等新晋加盟。海内外知

名舞蹈演员齐聚共舞，赋予舞剧《白蛇》

新的色彩与意涵。“《白蛇》实现了芭蕾

舞、古典舞、现代舞的跨界对话，于我而言

是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青年舞蹈家敖定

雯生完孩子才3个月，就投入了《白蛇》2.0

版的创排。“身上多了一重母亲的身份，我

对人生也有了新的理解。期待把这些体悟融

入舞台表演，塑造出可信且感人的‘白蛇’

形象。”

将多舞种“食材”融成一道佳肴

舞剧《白蛇》锐意创新，以国际化的表

达呈现民间传说，向世界更好地阐释了具有

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演幕启那一刹，观众

看到的竟然不是西湖盛景，而是穿行在超市

货架旁的摩登少妇。在2.0版本中，这段别

开生面的群舞增加了挣脱囚笼的新意象，而

这亦是贯穿全剧的精神内核。“希望新版舞

剧实现风格化上的统一，经过编排的‘调

味’与‘烹饪’，将多舞种‘食材’融合成

一道佳肴，形成独属于《白蛇》的风格特点

和审美样式。”王培先说。

主创团队收集并分析了首轮演出的观众

反馈，将精心调整优化故事走向。记者获

悉，《白蛇》2.0版的结尾部分将呈现全新面

貌。“这一次，我们仍然会有斗法，也仍然

会有水漫金山。但我希望，水漫金山代表着

把禁锢思想的束缚沉入水底。由此，‘白

蛇’和‘青蛇’化为一体，重归一个完整的

自我。”导演周可说。

《白蛇》主创“梦之队”营造了自如穿

梭虚实时空、切换新旧风格的舞台空间。舞

剧运用二十四节气、时令佳节等传统文化元

素串联，为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注入时代审

美。“白蛇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但也有种

种不甘。”谭元元常年活跃在国际舞台，她

的内心始终保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自舞剧

《白蛇》 建组之初，她就全身心投入其中；

此次再度受邀成为新版的艺术总监，谭元元

感到非常兴奋，“期待它的焕新归来”。

舞剧《白蛇》焕新，对传统  进行现代转码
■本报记者 宣晶

中国科普经典品牌要上新了！昨天，

《十万个为什么》第七版在上海世纪出版

园启动，预计2027年底前总体面世，出

版体量超100个分册。

除了纸质图书载体，新版将推出AI

版本，充分利用大模型帮助提升内容编纂

效率和质量，“十万个为什么”智能问答

科普平台同步启动建设。这一专门面向少

年儿童提供知识服务的垂直领域大模型，

将作为陪伴机器人、智能手表、故事机、

学习机等各类儿童智能终端的“大脑”，

提供即时的知识问答服务。

作为“共和国明天的一块科学基

石”，《十万个为什么》60余年来已经出

版6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近2亿册，围绕

该品牌的版权输出案例有效扩大了中国

原创科普图书海内外影响力，使其成为

国际大型少儿科普丛书标志性产品之

一。新版启动是服务国家科技强国重大

发展战略，推动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的

重要举措。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

士继续担任第七版总主编，潘建伟、施

一公、周忠和院士担任执行主编，陈杰

院士是“电子与信息”分科主编，百余位

两院院士担任编委。新版 《十万个为什

么》图书将面向10岁以上青少年，在全

面更新基础学科相关知识的同时，采用

“专题化”形式来组织各分卷内容。在延

续“大科学家写小科普”“既要回答为什

么更要提出为什么”的编纂原则基础上，

新版将更关注科技前沿、突出中国特色，

更注重强化科学精神、培养创造性思

维，更突出科学与人文结合、弘扬科学

家精神。

据透露，新版将根据学科融合理念，打

破传统学科架构进行融会贯通，并融合各种

媒体形态，构建多元开放的知识体系，打造

“中国少年儿童必备的全媒体科学启蒙图书

馆”。总主编韩启德指出，重大出版文化工

程《十万个为什么》在60余年出版历程中

积累形成了科学求实、团结协作、与时俱

进、精益求精的富有“十万”特色的宝贵

经验和优良作风，第七版要担负起新的历

史使命，打造新时代科普出版精品。比

如，准确定位，把控内容，选择最核心、

最反映基本规律、最贴近生活、最符合青少

年心理和兴趣的问题，鼓励和采用青少年提

出的“为什么”；在内容上要突出时代特

征、中国特色，要把新时代我国一系列重大

创新成果反映出来，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

科技高峰的事迹反映出来，把中国科学家精

神反映出来，以此增强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

信、科技自信；在传播方式上与时俱进，实

现全面创新，借助新媒体、人工智能技术，

使青少年获得更为立体互动的阅读体验；

采用当前各种传播方式，加强科学家与公

众的双向互动，达到提高全社会科学素养

的目的；树立精品意识，《十万个为什么》

（第七版）肩负着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为

我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培养后备人才的重

要使命。

“十万个为什么”IP形象同期发布。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谈

到，希望少年儿童出版社团队在坚持内容高

质量生产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完成

第七版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在融媒体

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将其打造成全媒体知识

读物，让“十万个为什么”品牌传诸世代、

传向世界。

预计    年底前总体面世超   个分册，同期打造全媒体智能问答科普平台

科普经典品牌《十万个为什么》第七版启动

■本报记者 许旸

“持净心如明月皎皎，存正气若天

地浩然……”大幕拉开，一袭白衣的雷

海青带着琵琶意气风发奔赴长安，殿前

一曲勾起李隆基少年豪情，被赐封“梨

园探花”，却也自此卷入纷争……11月

27日，上海越剧院新编戏《雷海青》登

陆天蟾逸夫舞台。不再是越剧擅长的才

子佳人题材，《雷海青》着眼于唐玄宗

时期的著名宫廷乐师、忠肝义胆的雷海

青，为剧种的叙事宽度再做探索。

雷海青并非是一位“出圈”的历史

人物，部分观众对其的印象或许是在

《长生殿 · 骂贼》 里琵琶击贼的形象。

正是 《长生殿》 对雷海青的描述让编

剧杜竹敏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提笔

初期，雷海青闯入了杜竹敏的脑海，

“他刚直质朴的性格与越剧小生的风格

很接近，用戏曲呈现这个人物和大唐盛

世会非常精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雷海青》 是一部“梨园人演梨园人”

的作品，“在唐代，戏曲还未发展成

熟，梨园更多地容纳技艺精湛的音乐与

舞蹈艺人”。

观摩完《雷海青》，文艺评论家胡

晓军看到了越剧对新题材的开掘。“戏

曲舞台上文人戏众多，但关于艺人操

守、艺人气质的故事却很少，《雷海

青》让越剧戏迷看到带有士大夫情质和

知识分子情怀的艺术家。”《雷海青》走

出越剧爱情戏的“舒适区”，转而刻画

雷海青和梅妃的师兄妹情以及他和唐玄

宗的知音情。

一把琵琶是雷海青最亲密的伙伴，

也是剧中最重要的道具。为了让表演不

违和，大半年前，担纲“雷海青”一角

的上海越剧院范派名家王柔桑就开始接

触琵琶，并查阅相关资料。台上的四弦

折颈琵琶做工也相当考究，品的间隔、

轴头的长度和粗细，以及整个弯头的造

型，都是按照现今存世的四弦琵琶来放

的样。由于剧情里是比较扎实的铁木琵

琶，道具组还特地将琵琶处理成紫檀的

颜色效果。

舞台上，一条红色的勾线象征着雷

海青生命的迹象、人物的轨迹。“雷海

青在历史中记载并不多，需要演员在剧

本的基础上，理顺人物的情感逻辑。”王柔桑表示。让当代观

众与局限在历史情境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是剧组上下的目标。

“雷海青在逆行中挺身而出，他的担当精神与不被任何其他元

素所控制，要追求真理的精神很感动我。在表演要求上，我没

有过多干涉，而是给演员一些要求，让其自身去创造，希望达

成以外部技巧和内部技巧相结合，身形合一的表演观。”《雷海

青》导演肖英表示。

剧中，唐玄宗虽爱惜雷海青的才华，更重其初心，权衡之

下，忍痛将其逐出京城。心灰意冷的雷海青回到家乡，却在山

海之间得到疗愈。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雷海青在离乱中重逢

梅妃侍女罗衣，惊闻梅妃投井的噩耗，又得知唐玄宗对自己的

良苦用心，于是毅然逆行进京，金殿骂贼。朝堂之上，雷海青

十指皆断，却以一曲旷世绝唱，唱出了百姓心声，唱出了梨园

人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可以看到，编导尽可能地通过具有人文精神的内核以及

人物的情感、追求、抱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胡晓军表示，

“雷海青与唐明皇的关系、艺术家的时代境遇、艺术家和人民

的关系，都做到了接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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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定雯、谭一梅和孙佳勇合练三人舞。 (上海大剧院供图)

上海越剧院范派名家王柔桑在新戏中饰演忠肝义胆的

宫廷乐师雷海青。 （上海越剧院供图）

《十万个为什么》第七版在上海世纪出版园启动，预计2027年底前总体面世。图

为《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右）及第六版（左）。 （出版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