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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14-15

这一年，上海文化这样走向海外
文化新闻部记者集体撰稿

    2月，柏林传来暖心的消息。王景

春、咏梅凭借两人在影片《地久天长》细腻、
精湛的表演，连夺最佳男女演员双银熊大

奖，这是中国演员首次包揽柏林电影节最
佳男女演员奖，为华语影片刷新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春从上海戏剧学

院毕业后便被分配进入上影演员剧团工
作，而《地久天长》出品方王小帅导演的冬

春影业，正是上海静安这两年大力扶持的

电影公司。这部上海出品的现实题材力作，

在 9个月后的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
同样大放异彩。王景春继东京、柏林之后再

擒金鸡，王小帅也获颁了最佳编剧奖。而这
背后，是上海的整个影视产业的支持，是从

政策制定、出台、落实到反馈，也从立项、拍
摄、后期到放映的“一条龙”帮扶。

近两年来，上海的营商环境变好了，

落户的名家变多了，拍摄的棚景更新了，

影院的环境升级了，让影视产业走上了稳

健发展的快车道。在今年国庆档，上海电
影人以严谨并无惧挑战的精神为全国影

迷奉献了《攀登者》。这部电影，抒写了中
国登山英雄的壮丽史诗，开创了中国类型

片中登山电影的先河。借用王景春在电影
中鼓励登山队员的台词：“不管是我们今

天的成功，还是明天的强大，不需要所有

人的承认，但我们需要记得。”

    《繁花》法语版
预计 2021年出版金宇澄

    去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上海作家金

宇澄的代表作《繁花》，相继授权美国和日本
著名文学出版社。不过这部沪语风格突出的

小说，却因为方言特色加上口语化表达，对翻
译提出了巨大挑战。就在几年前,法国另一家

出版社菲利普·毕基曾有意向, 但最终因找不
到合适译者而作罢。这次能够找到合适的译

者和出版社，要归功于进一步修订了申报规
则的“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这拓宽了扩

大了申报主体、加大了资助力度，入选书目

除《繁花》法语版外，还有《男生贾里全传》
保加利亚语版、《丰子恺漫画古诗词》韩语

版、《中华文化之旅》哈萨克语版等外文版
图书。

临近岁末，上海又全新创设了“上海文
学艺术翻译奖”。这一次，奖项更拓展到舞

台和影视表演。以此，来欢迎全中国、全世

界的优秀文艺作品，更多地来沪出版、展

出、展演、展映，来推

动上海国际文化翻
译中心建设，来提升上海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码

头”的能级；也以此助推上海
原创文艺作品“源头”建

设，助推新时代上海文

艺创作更好地走向全

国、拥抱世界。

     20年前，上海京剧院将新编历史京剧《贞
观盛事》搬上了舞台；20年后，又将它搬上了电
影大银幕，意义非凡。 ———尚长荣

    80 岁高龄再探索
3D全景声电影尚长荣

    国家京剧电影工程最新项目、3D全

景声京剧电影《贞观盛事》，在上个月洛杉
矶揭晓的第 15届中美电影节上，与上海

出品的《攀登者》等一起，荣获十佳电影
“金天使”大奖。《贞观盛事》采用 3D现场

全程实拍和全景声技术结合制作，以创新
为先导、科技为支撑、审美来托底，带给观

众一种沉浸式的独特体验。影片主演、80

岁的尚长荣先生还荣获了年度唯一“终身

成就奖”。
11月初，上海出品、拍摄的两部 3D

电影《贞观盛事》和《曹操与杨修》，在屡获
大奖后，更开创了在日本进行商业放映的

先河，整整一周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
市进行了 60场的商业放映，定价 1500日

元（约 95元人民币）一张，售况颇好。敢于

在发达国家进行商业放映，也是检验电影

的试金石之一，上海的 3D全景声京剧电
影走出了这样一条自信的新路。

这一年，上海还诞生了中国也是全球
第一部 8K全景声电影长片《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同时，上海有了第一家 8K影院

（东方明珠 8K实验室），这也是目前世界
上第一个能够放映 8K长片电影的影厅。

    今年 4月， 上海交响乐团音
乐总监余隆登上创刊 80余年的
古典音乐刊物《留声机》的封面

余隆

     余隆是继郎朗后第二位登上《留声机》

封面的中国音乐人，也是首位获得此等殊荣
的中国指挥家。这期《留声机》收录了余

隆率上海交响乐团与 DG（德国留
声机公司，全球最大的唱片公

司）合作发行第一张
唱片的专题报

道。而
人们能

够从封
面和报

道中解
读 到

的 ，不
仅是余

隆个人所获得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留声机》

所代表的世界古典音乐界对中国交响的持
续关注，以及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古典音乐正

被视作“古典音乐的未来”受到的前所未有
的瞩目。

2012年，余隆倡议纽约爱乐乐团创办
了“中国农历新春音乐会”。此后，这阵新春

音乐会之风就没有停歇过，自北向南，由东

到西，多伦多、墨尔本、伦敦相继奏响中国新
春的音符。在海外演出，曾有人提议：“你们

需不需要请一队舞龙舞狮，闹一闹？”余隆拒
绝了，因为他深深相信，唯有在世界通行的

音乐规则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认可和尊
重，才能更让人信服地输送中国文化，传递

中国声音。

    梅先生立志把中国最好的传统艺术京剧
传播到全世界，他的责任感、使命感，对我影
响重大。 ———史依弘

    沿着梅兰芳的
足迹重访日本史依弘

   8月，东京涩谷果树剧场歌剧厅响起

悠扬笛声，史依弘纪念梅兰芳赴日一百周
年演出上演。演惯了歌剧、芭蕾舞的西式

剧场第一次迎来了中国京剧，现场可售的

一千六百个座位全部坐满。这让人想到
100年前，梅兰芳以 25岁的风华正茂，令

日本观众第一次有机会欣赏到中国京剧。
今年也是史依弘赴日演出 30周年，

自 1989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演出取得成功

至今，史依弘与梅兰芳一样，在东瀛有着
深厚的观众基础与粉丝群体。其中不乏一

些名家大腕，比如日本女星栗原小卷的父
亲、剧作家栗原一登就曾在一次演出后来

到后台，郑重地请史依弘在签名册上签
名，而签名页的前一页，正是梅兰芳于

1956年签上的名字。

此次赴日演出的四出折子戏，让沉静

内敛的日本观众看得心醉，无论是现场反

应还是后续评论，都让史依弘感受到气度
雍容华贵的梅派京剧足以打动最不动声

色的观众。12月，同样的戏码又再度在上
海上演，同样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相
隔 100年，梅派艺术在史依弘和众多青年

演员的接续下薪火相传、文脉绵延。

    我们的创作，向下，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营
养；向上，继承的是 600年的世界非遗。 ———张军

   《牡丹亭》为“契诃夫
国际戏剧节”揭幕张军

    5月 14日，应第 14届“契诃夫国际

戏剧节”邀请，中国首部实景园林昆曲《牡
丹亭》亮相莫斯科，并作为开幕演出，在布

满了珍稀植物的莫斯科州立大学药剂师
花园，带领当地观众穿越 600年历史时

光，体验一个最真实、最纯粹的“牡丹之

梦”。这是实景园林《牡丹亭》10年来的第
227场演出，也是上海民营院团原创精品

首度受邀为国外艺术节揭幕。

仅仅相隔不过一个半月，6月 28日，

张军受邀被世界乐迷奉为钢琴“女祭司”

的玛塔·阿格里奇共同演绎一曲昆曲与
钢琴的“对话”，他带着中国昆曲经典《牡

丹亭》走入阿格里奇和谢尔盖·巴巴杨双
钢琴演绎的普罗科菲耶夫钢琴组曲《罗

密欧与朱丽叶》，让观众穿越历史，感受
“水磨腔”和古典乐的交融。张军说：“有

德国朋友说，他被西方古典和东方戏曲

碰撞的火花‘电’到了，那一刻我觉得特
别自豪，中国文化走出去，自带世界级的

能见度。”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上海民营院团带
着他们的优品佳作正从舞台边缘走到世

界的聚光灯下，比如曾在第 17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演的原创音乐剧

《犹太人在上海》正一步步迈向美国百老
汇的舞台。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之路上，

上海的民营乐团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

力量，他们与国有院团一起，将优质的“上
海出品”推向中国、推向世界。

    今年元宵节，“上海演艺赴新西兰欢

乐元宵表演团组”前往新西兰，在为期 14

天的“欢乐元宵”活动中，他们在奥克兰以

及克莱斯特彻奇大大小小舞台上演出 25

场，吸引了当地 20万人参与、观摩，成为

当地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在新西兰街
头，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认出了上海小伙

华俊，她激动地直接用中文说：“我认识

你，你在上海南京路静安公园门口表演

过。没想到我能在这里见到你！”

故事要从四年前讲起。那时，偶尔路
过静安公园的华俊被一位摆摊的手工艺

人吸引，他有些好奇：在繁华的上海街头，
这样摆摊，居然不受驱赶。很快，他注意到

摊主胸前挂着的一块牌子———“上海街头
艺人演出证”。又很快，这个上海交大毕业

的萨克斯爱好者，在网上搜到了街头艺人

的报名认证方式，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几

轮审核和考查后，他成为了上海第二批通

过认证的街头艺人。
2014年 10月，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

现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破冰城市”。五年
来，上海“持证街艺”已扩展到了 14批

250多位艺人，华俊只是其中之一。五年
来，这些街头艺人，正逐渐成为打开上海

城市文化的一扇窗。

    我们不是法国风格艺术的代言人，我们想成
为新一代上海人。 ———伯纳德·布莱斯涅

    西岸美术馆与法国顶级
美术馆开启五年展陈合作“蓬皮杜”

    11月 8日，西岸美术馆正式向

公众开放，首个常设展“时间的形
态”正式亮相，这也开启了西岸与法

国蓬皮杜中心为期五年的展陈合
作。展厅里，百余件重磅艺术作品几

乎浓缩了一部当代艺术史，每天在
夏加尔、毕加索作品面前打卡的参

观者络绎不绝。蓬皮杜中心国立现

代美术馆馆长布莱斯涅说:“蓬皮杜
非常注重上海的艺术生态，注重在

此土壤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希
望能够融入上海当地的艺术生态。”

这一年来，上海新开业的美术
场馆以各自的特点，成为了申城的

一个又一个文化地标。2月开幕的油

罐艺术中心，改建自航空储油罐，对
于工业遗存的改建，拉近了城市记

忆与艺术之间的距离。同样在西岸，

11月开幕的无界美术馆，在 6600平
方米的空间内，只展出了约 50件艺

术作品。走进美术馆，仿佛进入梦幻
的光影世界，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很

多作品都以风、水、花、鸟、树等自然
元素为主题，所谓“没有边界的艺

术”。与此同时，名人美术馆的建立，

比如 12 月刚刚揭幕的程十发美术
馆则在安静地诉说，上海美术界曾

经有过的高度。

本版制图 董春洁

    中国交响诞生发展将近 140年了，它
完全可以遵循世界通用的交响标准，为自
己找到一席之地。 ———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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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朋友说，《繁花》太难译了,中文和法语
简直就是不同的语境。 《繁花》法语版预计 2021

年将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金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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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0年的门槛前，回望过去
这一年———我们为上影演员剧团演员
王景春在柏林擒下“银熊”而骄傲；我们
为史依弘在日本再现百年前梅派京剧
的雍容华贵鼓掌；我们也欣喜于民营院

团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更为
能在家门口看到蓬皮杜的艺术精品感
到满足⋯⋯文艺是引进来，更是走出
去；上海，是大码头，更是大源头。
2019年，上海文化耀海上。

希望中国电影地久天长。

———王景春
    东京之后， 柏林国际
电影节再获最佳男演员奖王景春 上海

电影

    我们在久光对面见过你的
表演。 ———新西兰友人

   上海持证街头艺人
走进新西兰华俊 街头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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