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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下

午，第二十二

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国际城市

文化论坛在世界

会客厅举行。这

次论坛以“以艺

通心、链接世界”

为主题，聚焦国

际城市文化交流

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探讨以艺术

为媒介、文化为

载体，寻求构建

统一性与多元

性、艺术发展与

文化生态相协调

的城市文化发展

新格局，在链接

世界城市文化发

展的视域下，共

同推动艺术节的

集聚性、成长性

和可持续性。

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

金雷、欧洲艺术

节联盟主席杨 ·

布里耶斯、东方

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童继

生等8位嘉宾作

主旨演讲，林肯

艺术中心首席艺

术执行官商塔 塞克、肯尼迪艺术中心

国际节目副总裁艾丽西亚 亚当斯等

6位嘉宾参与现场主题讨论。

金雷在主旨演讲中分享了中国式

现代化城市文化治理的上海样本。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智介绍了目

前中国演出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并呼

吁各国各地区演艺机构间互相了解、

长效沟通，深化国际演艺合作模式。

当下，中国演出市场蓬勃发展，为更好

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和广阔空间。童继生介绍，符合年

轻消费者观演需求的新业态、新空间

演出涨幅明显，沉浸、互动成为演出市

场新的发力点。跨城观演对周边综合

消费的带动效果显著，已成为地方拉

动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赵嘉鸣出席论坛。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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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的山坳开垦一片“蔡园”
——听蔡浙飞聊聊她的“隐居秘境”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开幕

这两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蔡浙

飞带着新戏《苏秦》来沪，参演本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之余，这位常在舞台

上展现着诗意的梅花奖得主，与记者聊起

了她在舞台之外的诗意栖居。

身兼演员和团长两个身份，忙碌可想而

知。在杭州的家中，蔡浙飞寄情于多肉，一盆

一盆往家里搬，内心却总也无法填满。望着

窗外的高楼，蔡浙飞常常会想起童年的家，在

浙江新昌天姥山旁的山坳里，山花烂漫，记忆

中的景象总是能轻易拨动她的心弦。

那里是李白笔下的梦中圣山，相传天

姥山下蜿蜒的剡溪曾经是一条唐诗之路。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舞台之上，蔡

浙飞也曾化身李白“梦游”鼓山之巅的天姥

阁，诗意与乡愁，古今交织。这些年，她扎

根杭州，父母也早已搬到了新昌县城，她又

重新拾掇起山坳间的老屋，回到山上养花、

种菜，偶尔做一个无人认识的寻常女子。

前不久，蔡浙飞来上海参加小百花光影

夜的活动，行程结束，直接坐高铁奔回她的

田间小屋。哪怕只是回去住一晚，闻到泥土

的味道，她也倍感亲切。其实在旁人看来，

这里只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自建房，可

是在蔡浙飞的心里，这里可以和万物对话，

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世秘境。

很多戏迷想象不出来，舞台上风度翩

翩、英姿飒爽的张生、许仙、陆游、苏秦，真的

会跑到田里锄地、施肥、割草？是真的。蔡

浙飞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她乐在其中，哪

怕忙得浑身是汗。在晨光熹微中，在云雾缭

绕中，在推开窗便是连绵的山

景中，她重新学会呼吸，自然

的力量一点一点清空她的压

力与疲惫，平静之中，身体轻

盈，心灵充盈。

小花园里，有蔡浙飞去花

农那里精心挑选的玫瑰和月

季，爬藤植物一点一点让绿意

在这块小天地蔓延。一开始听

说女儿要在这里种花种菜，父

母还不太理解，又不天天住在

这里，谁来打理呢？“现在农业

都很现代化了。”蔡浙飞添置了

简易的自动化灌溉设备，打消了父母的疑虑。

蔡浙飞的相册里有夏天地里长的大西

瓜，收获之后，她又种上了新昌当地的小京

生花生。蔡浙飞说，在城里买到的小京生

常常都是炒过的老花生，自己种可以尝到

最开始的鲜嫩滋味，那是她小时候的味

道。这间“蔡园”里，蔡浙飞收获过土豆、毛

豆、番薯、玉米……待到明年，笋也可以挖

了。每次作物大丰收，她都要装进麻袋，带

回杭州分给亲朋好友。

花圃里的花开得那样好，蔡浙飞也会细

心考虑色彩搭配，剪下插在花瓶中，寻觅生

活中的雅趣。种花，爱花，护花，蔡浙飞的艺

术之路同样姹紫嫣红。从20岁时进入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她就成了“百花”丛中的一

朵。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有一条不成文的

规矩，每一位进团的年轻演员都要从《五女

拜寿》演起，她从没有台词的龙套演到大女

婿演到邹士龙，在聚光灯下演绎了越来越多

经典人物。2019年她摘得“梅花奖”，如今又

带领着小百花走出一戏一格的新突破。

两晚《苏秦》演出的观众席中，坐着一

些第一次听越剧的外国人，字幕也打上了

中英双语。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讲述一

个和平与大爱的故事，《苏秦》打动了观众，

尤其当她在剧中破釜沉舟般地说出了那句

台词：“我不可能成功，但我必须成功。”这

句话也同样激励着她，在依然能够为越剧

献一份力的时候，竭尽所能。

今天，蔡浙飞将赴嵊州演出，趁此机

会，又能回到熟悉的山坳，招待招待朋友，

“我的那些邻居拎着把胡琴就来了，个个都

能唱几段越剧”，她甚至规划着，“如果能再

养几只鸡，就更好了……”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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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暨第二十八届长三角

演出交易会开幕式在位于交通银行前滩

31演艺中心的主会场内开幕，来自40多

个国家与地区的约1500位代表参会，参

会机构数近500家，首发、首秀作品纷纷

登场，海内外新朋旧友齐聚一堂。

本届交易会以“以艺通心、链接世界”

为主题，主打“溯源、联结、创新”等关键

词。交易会期间，除21台精彩的中外推

介演出外，还将举办6场专业研讨会与交

流会，内容包括国内项目“走出去”和境外

项目“引进来”视频推介会、第一届全国舞

美舞台企业大会、长三角演出推介会及国

际机构推介会、儿童剧专业平台及文化演

艺行业法律实务沙龙。

交易会开幕当天，一批演艺合作达成

共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与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罗马尼亚

锡比乌国际戏剧节、意大利艾米利亚-罗

马涅大区剧院协会基金会、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或战

略合作协议，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之际，开辟更广阔的未来舞台。同

时，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大剧

院与李音乐经纪公司就俄罗斯莫斯科大

剧院歌剧《黑桃皇后》、芭蕾舞剧《斯巴达

克斯》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此行收获颇丰的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总裁、上海大剧院院长张颂华表示：“我们

和艺术节的合作是一个双向奔赴、相互赋

能的过程，既能‘引进来’，又能‘走出去’。”

西安交响乐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彦

对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的开幕十分兴奋，表

示：新老朋友又能相聚上海，依托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平台不仅对引进海内外

优质演艺内容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

面向世界演艺机构，推动我们自身的优质

内容“走出去”。

交易会是中外未来新作集中亮相的

舞台。在今年的交易会上，广州市杂技艺

术剧院大型当代杂技剧《化 ·蝶》《天鹅》、

艺术节委约作品郑杰舞蹈剧场《训诫三

则 ·山月》、中英联合制作诗舞剧场《她在

四月跳舞》、西班牙Pel星球二重唱音乐

会《像鸟一样飞翔》等中外新作一齐亮相。

今天下午，长三角演出推介会也在主

会场举行。今年的艺术节演出交易会与

长三角演出交易会同时举办，把国际优秀

演艺作品更深更广地引入长三角地区，以

优质内容、专业服务带动苏浙沪皖的文化

演艺市场。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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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浙飞和她的“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