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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打造艺术空间
公共文化空间———市级层面指的是图书

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区级乃至街道级指的

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这些空间都
有具体的建造指标，例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必须配置一个小型剧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家门口的

美好空间也越来越多。有的偏重阅读，有的注

重健身，有的专注手工，有的聚焦亲子；有的
改建自菜场，有的改建自废弃厂房，有的原本

是公共电话亭乃至垃圾房，有的干脆就是空
地一块……

总之，在外滩继续打造“世界会客厅”的
同时，上海还将继续打造一批家门口的艺术

微空间，推动“艺术社区计划”“绿地艺术计
划”，且持续举办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设

计大赛。最终形成“生活秀带”“人文水岸”“艺
术商圈”“江河驿站”“阅读空间”“交通枢纽”

“公园街角”等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好去处。

设施稳步建设
随着天蟾逸夫舞台的重新开放，还有一

批市级重大文化设施正在稳步建设过程中，

将于“十四五”期间建成开放。率先开放的是中
共一大纪念馆，将于建党百年之际，让参观者切

实感受到“党的诞生地”上海的革命实践。
上海也是中国近现代印刷和新闻的诞生

地，以此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也将展现融入革命征程的新闻人的故事。

服务于孩子们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则

将于普陀苏州河畔的绿地里落成，并将带动周
边长风公园、乐高中心等形成亲子休闲高地。

位于浦东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有别于淮海中路
的本馆，将更注重与周边社区居民的互动。上

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大歌剧院、上海越剧艺术
演艺传习中心以及徐家汇体育公园、黄浦区文

化艺术中心、宝山区长滩音乐厅等也都是一批
以高质量建造水准、高质量服务标准为标杆，

向市民提供美好生活体验的空间。

活动主题多样
优质公共空间的增加，势必对活动内容

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今年恰逢建党百年，

因而以红色资源讲好党的诞生地的故事将
成为主题。今年将举办 2021年上海市民文

化节，且推出市民合唱大赛、市民红色故事
大赛、市民舞蹈大赛、市民戏剧大赛、青少年

曲艺大赛等。还将开展优秀读物推荐，推出

红色主题展示展览、红色主题旅游线路、百
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等。与此同时举办的

还有“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上海读书节、
上海书展、上海市家庭文化节、国际博物馆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美术馆展览季等公
共文化活动。

与长三角进行公共文化联动也是重要举
措，除了空间创新设计大赛之外，还有首届长

三角合唱歌曲创作大赛、第二十一届“江南之
春”上海群众美术大展等。

本报记者 朱光

    五个月前，横空出世的评弹剧《医

圣》成了评弹圈里热议的剧目。昨晚，吸
收各方意见、修改打磨后的《医圣》再度

献演于美琪大剧院。对于评弹剧的尝试，
主创团队始终抱着“出圈”不“出格”的审

慎态度。这次演出，评弹团再次邀请了医
护工作者和公安干警进剧场欣赏，以此

表达对抗疫一线工作者的敬意。

相比于首演版本，此轮演出从文本
到形式都有了较大修改。特别是其中的

“约法三章”，更侧重体现长效防疫抗疫
的措施。上海评弹团团长、《医圣》主演

高博文介绍，评弹被誉为文艺轻骑兵，
轻骑兵的优势就是速度。不仅是本次修

改，未来每次演出都可能会有细微变
化，甚至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观众，剧

组都会有针对性的修改。这是评弹的传
统与特色，在评弹剧的创新中，这一点

决不能丢。
首轮演出后，不少意见认为《医圣》

对于张仲景身为官员惩治官场腐败的

一面给予了浓墨重彩的体现，相形之

下，对于他良医的身份刻画略显薄弱。
因此，在本轮演出中，在剧本第三回增

加了张仲景“以身试药”的情节。这一构
思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借鉴了古

往今来以及本次新冠疫苗实验过程中
众多仁医的真实经历加以改编。创作者

还专门请教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专家，

探讨其合理性。
此次演出，京沪两地以及江苏的戏

曲、曲艺界的专家学者都赶来观摩。“如
果说去年首演时我们打出‘评弹剧’概

念是试水。那么在它溅起一些小小浪
花，得到了关注，也收获专家许多宝贵

的建议之后，今天再演，意义又有所不

同了。”高博文说，评弹剧的创新本意
之一就是秉承海派文化守正创新、多

元发展的理念，探索评弹的另一种可
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也提供给日

益丰富的文化市场、不同年龄段观众
更多选择。

虽然这朵“小浪花”目前尚在起步阶

段，但上海评弹团表示，《医圣》的演出
绝不是最终版，还要再演再改，评弹剧

也绝不会仅有一部《医圣》，“期待小浪
花掀起大波澜，成为评弹发展长河中，

一股奔向未来的丰沛支流。”高博文说。

本报记者 赵玥

    “生活秀带”“人文

水岸”“艺术商圈”“江河
驿站”“阅读空间”……

如今， 走在上海的大街
小巷，转角都能遇上这

样的美妙空间。

一江一河滨江岸

线的贯通，以及滨江沿

河景观的落成，无疑大

大提升了市民的幸福
感。 而在我们身边，上

生·新所、 浦东八万吨
筒仓、杨浦区图书馆新

馆、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等许多小而美的空间，

同样让人目不暇接。 更

重要的是，文化、艺术、

设计、创意等元素的注

入，为这些承载着厚重
历史的空间增添了浓

浓的人文气息。

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 城市更新以及微更
新是上海这几年的大

课题，无论是老建筑的改造，还是新
场馆的建设，以及街区的规划、商圈

的重构， 都因考虑到市民的文化需
求而更富内涵、灵气和温度。

未来， 上海还将打造更多高品
质的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体育空

间。 在城市微更新过程中注入文化

内容，已经成为“公共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内涵。 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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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剧《医圣》昨再度上演

期待“小浪花”掀起大波澜

在家门口遇见美好
今年起城市微更新更多注入文化内涵

林爷爷从未想到自己当年工作过的保温瓶胆厂，现
在已经成为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在宝山、静安、虹口交
界处，这个汇聚体育运动、文化休闲、餐饮服务的社区公
园，成为他们一家人最喜欢的去处。孙子参加体育早教
班，儿媳则去跳国标，儿子在健身的同时期盼着潜水俱乐
部的开业……他则和老伴趁着孙子上早教之际，漫步在
这个赏心悦目的空间里，看看园区一头出入婚礼中心的
年轻人，回味自己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在昨天举行的
2021 年上海公共文化建设会议上，打造高品质公共文
化空间，在城市微更新过程中注入文化内容，已经成为
2021 年起“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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