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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 ，国家文物局

揭晓了首届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
单，全国共有 6处示范区入选，上海杨浦“生活

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位列其中。
此次全国有 30个省共 50多个市（区县）申

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最终入选的 6处
是：上海杨浦（工业遗产）、延安（革命文物）、苏

州（古建园民融林）、北京（三山五园）、四川（三

星堆遗址）、大连旅顺（军合）。
杨浦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发源

地，绵延十余公里的工厂区见证了上海近现代
工业发展的历史，具有时间早、类型多、分布广、

规模大等特点，拥有中国第一座陆上水厂———
杨树浦水厂、曾经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杨树浦电厂、百

年高校沪江大
学近代建筑，以及“大上海计划”公共建筑群等。

同时，它也拥有上海中心城区中最长的江岸线，
绵延长达 15.5km，如今开放了大量滨江公共空

间，实现了生产性岸线向生活性岸线的转变。
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的范围为平凉路沿线及其以南，军工路沿
线及其以东的杨浦滨江区域，并在八埭头区域

以及隆昌路沿线局部向北扩大，面积约 1560公

顷。该区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处，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 4处，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 3

处，杨浦区文物保护点 39处，上海市优秀历史
建筑 15处，超过整个杨浦区各类文物总数的

55%。另有博物馆 3家，分别为国歌展示馆、中国
救捞陈列馆以及上海自来水科技馆。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由国家文物

局设立并指导管理，对文物资源的有效保

护、合理利用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全国性示范引领意义的特定区
域。对于列入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国家文物局将探索有关文物

行政审核审批权限下沉一级，加大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引导力度，在

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项目、文

物科技、文物人才培养培

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在博物馆重要展览、文物
国际交流合作、文物

领域重要活动等安
排上给予优先

考虑。

首届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揭晓

杨浦“生活秀带”榜上有名

里还藏着澳门风光？
沪澳联合创作舞台剧《梦影·牡丹亭》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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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不到园林，哪知春色如许”的《牡丹亭》里居然还隐藏着澳门风光？10 月 24 日
至 26日，上海和中国澳门两地戏曲界联合创作的舞台剧《梦影·牡丹亭》在瑜音阁连
演3天。跟着“柳梦梅”的脚步，观众能深入《牡丹亭》隐秘的角落，探寻汤显祖当年游
澳门大三巴、逛市集、结交外国好友利玛窦的奇幻经历。    在澳门的大三巴前，袅袅婷婷的“杜丽

娘”唱起“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悠悠水磨腔让澳门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有了

不一样的古典气息。或许连很多澳门人都没想

到，这位“杜丽娘”并非什么“外来客”，而是土生土

长的澳门姑娘，她的名字叫李卉茵（见左图）。

“我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学昆曲。”李卉茵聊

起和昆曲的缘分时，带着一种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表情，

即便受邀登上央视戏曲春晚，一口气接受了十几二十个

采访，并火箭般冲上热搜，她也总是这么说，“严格意义上

来说，我真的只是算是一个粉丝或是昆曲爱好者。”

和生长在长三角的女孩不同，李卉茵接触昆曲的机会并

不多。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澳门文化局举办的一次艺

术节上与昆曲不期而遇：“我记得那天看的是白先勇先生制作的青

春版《牡丹亭》，和妈妈一起看的，她睡着了，我却自始至终挺直了身

板，‘鸡皮疙瘩掉一地’，就是那种被‘触电’的感觉！我觉得昆曲的唱腔

和身段都太美了，台上的杜丽娘简直就像是画里面走出来的人。”

虽然有了这份“一见钟情”，李卉茵并没有马上投入昆曲，而是

像千千万万毕业生一样成为职场大军中的一员，直到 2012年。“其

实我一直有学昆曲的念头，但是澳门没有这方面的师资。直到

2012年，我在网络上找到学习昆曲的契机，没想到一学就是 8

年。”李卉茵在澳门有自己的公关公司，但再忙她也未曾中断昆

曲的学习，对于这份坚持她自己都诧异：“我是个学什么都很快

的人，放弃起来也很快，可唯有昆曲，在一开始我就认定，这是要

坚持很久才有一点点成就的事情，而我愿意这样做。”

学习昆曲，对李卉茵而言，最难的是念白：“你唯有把字念

准确了，才有昆曲的味道。”最初学，咿咿呀呀就学了好几堂课，

3年站唱过关，才开始身段的学习。为学身段，李卉茵找到了住

在香港的邢金沙拜师，每周五风雨不改地跑去报到：“每次来

回 4小时，学习时间不过半小时。可即便这样，还是觉得很

享受。”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李卉茵参加首届“牡丹

亭”杯全国昆曲曲友大赛，一举摘得铜奖。

作为澳门中华昆曲文化协会大会主席、澳门好时

节文创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卉茵创排《梦影·牡丹亭》

只有一个初衷———就是让更多的澳门人也能读懂昆

曲。她说：“澳门是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但在多

数人眼里，这里不过是‘玩两把’的地方，我想要改

变这种既定观念，让大家知道汤显祖也曾来过澳

门，这里也有唱昆曲的人，我觉得这是对昆曲

的一种传播和致敬。”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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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杨树浦水厂栈桥 杨建正摄

■ 上海制皂厂

原址上建成的
白七咖啡馆

挖掘历史尘封的缘分
《梦影·牡丹亭》融汇昆曲、话剧两种舞台艺术表

现形式，结合影像化展示以及灯光新媒体技术呈现。作

品截取《牡丹亭》文本中涉及澳门风土人情的段落，结
合《牡丹亭》剧作者汤显祖本人曾前往澳门的生平经

历，打造出一场文化交融、亦真亦幻的视听盛宴。
创作者挖掘出了一段尘封在历史角落的“缘分”，

这也成为剧目创排的原点和亮点。明万历十九年（1591

年），汤显祖因上《论科臣辅臣疏》抨击朝政而被贬黜，

十月下旬抵达广州，此后乘船访游澳门。澳门的瑰丽奇
异及华洋杂处之风，给汤显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澳门的这“一段缘”，不仅让汤显祖留下颇多吟
咏诗文，还在不久后创作的《牡丹亭》剧本中留下了鲜

明印记。澳门访游拓展了汤显祖创作的文化视阈，甚
至在创作柳梦梅这一人物时也带上了这段岭南际遇

的影子。据考证，《牡丹亭》也是最早出现澳门风光的
中国戏曲作品。

汤显祖也游过大三巴
“一领破袈裟，香山墺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

多多照证光光乍”，该剧的故事主线出自《牡丹亭》

原文。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和第二十
二出《旅寄》中就提到，柳梦梅作为广州府学的生员，

游历至香山岙的多宝寺，得到钦差苗舜宾的资助，这
才得以辞别香山岙，前往长安谋取前程。柳梦梅从澳

门登船北上，才在南安府衙后花园拾得杜丽娘的画
像，《牡丹亭》“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故

事，也自此埋下了等待萌芽的种子。

《梦影·牡丹亭》的出品人、编剧李卉茵介绍：“我
们查阅史料发现，之前中山和澳门同在一个县，就叫

香山岱，而多宝寺可能就是如今的澳门‘大三巴’。”

而该剧另一位编剧、95后的曹蕴祺表示：“这部戏是
一次游历，一场奇遇。《牡丹亭》中杜丽娘一梦而亡，

又还魂复生，因此汤显祖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
汤显祖在香山岙（今澳门），遇见了西洋传教士利玛

窦，经历了生死，探知了世界与天地，本就是一次传
奇的经历。汤显祖的所见、所感，也如梦一场，‘梦

中之情，何必非真’？” 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