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Culture & sports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邵晓艳

2019 年 10月 22日 /星期二

10

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特别
报道 天下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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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延安到上海，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被一只小小的腰鼓连接

了起来。但这只小小的腰鼓，代表的不单单是安塞腰鼓，而是两地

各式各样的艺术门类。

自从 1990年安塞腰鼓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上“打响了名堂”，去安

塞学习采风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当中不乏上海的团体。 他们不仅

仅是去学习安塞腰鼓，还给当地人带去了更丰富的艺术生活。 歌

剧、话剧、交响乐，这些对乡亲们来说很少有机会欣赏的艺术

门类， 也来到他们眼前。 多番交流使得两地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这次上海办国际艺术节，陕北老乡派出最好的队伍、带

来最棒的演出，希望让上海观众领略纯正的陕北风情。

天南海北的演出经历，也帮助安塞腰鼓找到更多

创新之路。 张亚东介绍：“我们的演出很接地气。 有一
次，我们受邀跟一个交响

乐团同台。 当时大家就

说，‘一个土一个洋的，这

怎么行？ ’可是上台一试，

还真的行！ ”打开艺术的
大门， 放眼广阔的世界，

便是一番新天地。

吴旭颖

记者手记

    头上系着白头巾，身上穿着羊皮袄，腰

间红绸子绑着一面小鼓，61岁的孙旺民一边扭
着秧歌步，一边击打出欢快的鼓点。前天，他跟

随安塞腰鼓队第一次来到上海，在大世界进行了
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板块的表

演。“上海真好啊！我要为上海朋友好好打几场鼓。”

他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说道。
演出前一天，孙旺民一行人刚到酒店，就被艺术节的

氛围感染：“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上海，觉得就是一个有很多
高楼的大城市。来了以后，感觉这里的人都很有文化。在酒店看

到了与我们一样的演出团队，农村的、城市的、中国的、外国的，什
么样的都有，这里好像可以容纳所有形式的艺术团体。”

彩排间隙，担任导演的安塞民间艺术培训中心主任张亚东拉

着孙旺民一起逛了逛大世界（见上图）。这样集演艺、展览、竞技、游乐
等为一体的艺术空间，对他们来说前所未见。走进“魔都记忆”百年大世

界沉浸式展演秀，站在由上海老店招牌组成的小街前，张亚东唱起“夜
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转进另一个展厅，各色海派美食又带

给他们更多惊喜。
“腰鼓是个民间的东西。”孙旺民说，“我是农民，平时都在村里头打。

这几年，我们被请到好多大剧场去打，但是大世界这样的地方还是第一次来，
感觉这里特别能体现我们的特点。”大世界的露天舞台让孙旺民找到了“田间

地头”的感觉，张亚东也根据场地对节目作了调整，让队员们从台上走到台
下，走到观众身边，充分散发来自黄土高坡的“生活气”。

在安塞，腰鼓的表演者有十多万人，家家户户都会。孙旺民从 8岁开始就跟
着村里人学，现在他们一家 14口人全都会打腰鼓。但孙旺民并不是安塞腰鼓队

正式编制的成员。这次，包括孙旺民在内的 4位老年民间腰鼓表演者都是导演
特别邀请，为艺术节带来原汁原味的腰鼓表演。

为了把民间的腰鼓搬上舞台，张亚东对腰鼓队的演出重新做了编排。“4位
老年表演者的打法是完全原生态的。排节目的时候，我先听他们是怎么打的，再

让专业的队伍去配合，保留住最‘民间’的东西。”

孙旺民是第一次来上海，但并非第一次走出安塞。他参加过北京亚运会的
表演，以及国庆 60周年的庆典。这次来的安塞腰鼓队还曾在东方明珠前进行庆

祝春节的表演。在意大利罗马，腰鼓队的鼓声曾让罗马人起舞；在美国，还有人
好奇地问：“这是东方迪斯科吗？”张亚东说：“我们安塞腰鼓是‘中华鼓王’、

‘东方第一鼓’，已经打出陕西，打向全国，并且正打出国门，打向世界！”

孙旺民说：“腰鼓在我们村里是逢年过节有喜事就打，图个热闹吉
利。现在我们是为更大的喜事庆祝，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为上海

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庆祝。”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两地情 新天地

    本报讯（记者 朱光）从“远东第一游乐场”到“非遗展示中
心”和“中国大戏园”，大世界从今天起又多了一个身份———“演
艺大世界”的交易平台、驱动引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节总

监、剧院经理、剧团领衔等，在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举行之际，汇聚于此，举办“演艺大世界论坛”，

寻找心仪的节目。
按大世界总经理陈轩的说法，“我们把全球演艺

资讯集中起来装入数据库，就好比给演艺经纪人做了

一个‘大卖场’，他们可以把节目装进自己的‘菜篮
子’，从而驱动节目交易，成为演艺活动的引擎”。这个
“大卖场”的“学名”叫“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由

三部分组成：大世界展演空间、智能交易大厅和中央

管理平台。展演空间就是一个展览、演出区域，可供各

类节目片段进行“路演”。智能交易大厅则有大屏幕（见上

图），屏幕上有各类节目、剧场、主创等演出资讯，划一
划、点一点，就能看到文字、图片、视频等详情。中央管理平台则是

后台数据库，有些数据在进一步商洽后，可以开放给买卖双方。
所以，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交易会也把会场

放在了大世界。在数据库里，也已经纳入了云南文投、江苏杂
技等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演出信息，整体上分为演艺节目、演

艺项目和演艺空间三大类。不久后，还将开通演艺艺人、演艺
制作人、演艺经纪人资讯。演出商可以面对屏幕说出自己的需

求，然后电脑迅速按需“配对”，能立刻在屏幕上显示出符
合条件的节目、艺人、经纪人等，甚而出现一张经过“撮

合”的节目单。来参观过的云南、辽宁大连、江苏等地
的从业者纷纷表示，将推荐更多的演出资源入驻。经

纪法国演出项目的马莲表示，这一创举让彼此需
要的演艺多个环节，“一键”链接，“一句”对接，

大大缩短了人际交往成本。
发端于黄浦区的“演艺大世界”起初

只是“环人民广场剧场群”的概念，如

今已拓展到迈向亚洲演艺中心
之途的上海全城，借助国际艺术

节庆、全球节目交
易，成为融入世界

演出交易的
核心区域。

    “演艺大世界”的命名，与大世界也颇有渊源。 起

初，汇聚了 30多个剧场的市中心区域被称为“环人民

广场演艺活力区”。其中，大剧院、音乐厅和大世界，是这一

带的文化地标，见证了上海文化发展蓬勃史。 但“环人民广场

演艺活力区”这个词不够朗朗上口。在开展面向公众的征名活
动之后，“演艺大世界”因为既纳入了“大世界”这一实体地标，又

蕴含了演艺世界之广大、丰富、多元、繁荣等意义而“中标”。

如今，“演艺大世界”已经不是“环人民广场”甚至黄浦区的“专

属”，因为上海的“文艺四季歌”———4月底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6

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电视节、8月的上海书展以及 10月的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拓展为上海的“演艺大世界”。 或曰，上海，就是“演艺大世

界”。上海成为“演艺大世界”的最终目标，是融入全球演艺循环，成为能与纽

约、伦敦、巴黎比肩的国际都市。

让往来上海的游客，把晚上看一场演出，也列入行程单，让文旅融合

成为日常生活。 实现这一步，可以从大世界成为“演艺大世界”的引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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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旺民和他的 3位老伙伴为上海
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腰鼓表演 图 IC

□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