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几年前，张艾嘉拍了一部电影

《20,30,40》，贯穿女性成长之路，20岁
的烦恼和忧虑无论如何都会转眼抛

开，因为未来实在有太多选择；30岁的
心情最为尴尬，不知道那个“对”的男

人究竟会否出现，而现实又是一刻也
不容犹豫；40岁已经没有时间感慨，只

有分秒必争享受此刻。三段故事各有

滋味，电影毕竟篇幅有限，也只能浅尝
辄止，让人意犹未尽。

时过境迁，人们对于成长的关注始
终没有变。今年电视荧幕上索性把每一

段都铺成开来。这个 8月，两部和女性
成长相关的电视剧《二十不惑》和《三十

而已》联动播出，描绘了一幅这个时代
下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群像———“不

惑”有着专属 95后和 00后的戏谑式表
达，“而已”是对年龄的释怀、对外形的

释然和对压力的释放。这两部戏的人设
并不完美，各自的人生答卷也未必优

异，但她们的成长，就像一面镜子，让观
众也唏嘘着自己。令观众期待的是，“四

十”的也正在赶来的路上。
展望“四十”之前，先来回望一下

“二十”“三十”的来时路。相比起《二
十》是市场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聚焦

于“大四毕业生群像”的题材；《三十》
的“都市女性群像”则更需要在已经形

成的市场中突围。这倒像极了这两个
年龄段的人，一个敢闯，一个必须要

闯。据说，《二十》的编剧团队的平均年
龄在 25岁左右。而《三十》的编剧张英

姬说，“现实题材中这些具有生活毛边

感的人物和小戏，是我认为构筑真实
感的基石。找到有时代感、有真实温度

的女性形象，可能是这个题材突围的
重要一点。”

没错，无论是《二十》还是《三十》，
唯有真诚真实才能走心。值得一提的

是，两部剧能同时绽放，源于“她们”

来自于同一“厂商”———曾出品《小别
离》《小欢喜》的柠萌影业。从“小系列”

到“新女性题材”，柠萌影业在创作上选
择了更为开拓的视角，用剧中人的人设

去做剧中人的选择，注重“离地半尺”的
开阔感。《二十》中“（晚上）十点半要求

关灯睡觉”的梁爽（关晓彤饰演）并非每

个大学宿舍都有，但类似的人物确实又
在现实当中大量存在；《三十》当中顾佳

（童瑶饰演）为保护孩子做出关门打人
举动的同时，引出了关于“为母则刚”等

话题的讨论，当王漫妮（江疏影饰演）最
初沦陷于梁先生的情感攻势时，观众也

会有代入其中的反思与讨论。
最终，《二十》的“拓新”与《三十》的

“突围”做得都不错。《二十不惑》摒弃了
校园剧必以恋爱为主战场的铁则，将故

事中的主要情感依托于四位青年女性，
表达了当代女性的坚强和独立。在爱奇

艺这个平台上，《二十不惑》播出期间稳
居爱奇艺站内热度第一，19-30岁的观

众占据该剧整体观看人数的 60%。《三
十而已》则辐射更多更广的现实话题，

在腾讯视频的累计播放量超过 60亿，
并以 3.7亿单日播放量创下平台 2020

年新高，同时它也是 2020年平台剧集
弹幕互动率第一名，真实、共鸣是弹幕

中最常提到的关键词。
《二十》与《三十》已经过去，《四十》

的精彩绽放可期！记得那一年张艾嘉
说，“我的 20岁、30岁、40岁过得很精

彩，虽然一路跌跌撞撞，但是我都走过

来了，这个过程让我很愉快。”未来路漫
漫，还会有很多的大风大浪，真诚面对，

保持前行，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之
后，可底气十足地面对得失，可云淡风

轻地迎接挑战，40岁而强，50岁而润，
60岁而慈……

畅想“40”的精彩绽放
◆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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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戏种传承要靠角

    江南的美，总是让人情不

自禁想起白居易的《忆江南》，
还有文徵明的绘画作品《江南

春词意图》。江南的美，文学艺
术最为深情，但也赞之不尽。文

学艺术是美的心声，“江南”在
文学艺术里就是“诗性”与“自

由”，而文物是历史的载体，从

文物出发去研究、挖掘江南文
化的特质，又得出怎样的结论

呢？上海博物馆为期 3个月的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

展》于 8月 23日傍晚谢幕。

文物视角里的
“江南文化”

自 2018 年 4 月中共上海
市委、市政府印发《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
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以来，上海博
物馆制定了相应的专项行动计

划，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围

绕服务国家战略与上海城市发
展，不断挖掘江南文化资源，推

进江南文化展示、研究成果的
传播转化，切实把“江南文化”

资源转化成为博物馆品牌建设
原动力，为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工作打好组合拳。
以馆藏文物为主举办一场

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文物
展，被提上了上海博物馆的议

事日程。江南风物，是探究、提
炼江南文化特质的一扇门。如

今，共同铸就江南文化的各行
政区域都在齐心协力推动长三

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江南文
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将借此奋楫进发，在新时
代创造新奇迹！我们必须回应

时代的呼唤，这就是上海博物
馆集全馆各部门专家力量、跨部门做一个突破

单一门类的综合主题展的初心与使命。
通过“举手机制”认领内容策划的几位中

青年专家度过了辛苦又煎熬的两年时间，这期
间，他们得到市文联、市社联的大力支持，组织

了各种专家咨询会，向熊月之、胡晓明、刘士

林、王纪人等各个领域“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及
本馆的前辈求教，不断提高站位，提升思维和

理论素养，并据此完善展览内容。
在疫情期间，这个被冠名“春风千里”的展

览，在人们的殷切期盼中于 2020年 5月 25日
开幕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是第一个

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文物展，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呈现风景优美、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的诗

画江南，从文物出发，提炼出了江南文化深层
的五种特征，并在五大板块中分别表现崇勇尚

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
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

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
放兼容的江南气度。此次展览环境布置作了大

胆创新，整个展厅布置成了一座精致的江南园
林，白墙黛瓦，新绿丛丛，令观众沉浸其中，展

览一时成为着迷江南文化的观众打卡胜地。

“江南文化讲堂”

应运而生
今年 5月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

上海博物馆携手并肩，推出公益性文化品牌项

目“江南文化讲堂”。

开创之初，我们反复磋商，
讲堂将聚焦江南文化主题，聚

合海内外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江
南文化研究力量和知名的社

科、文博专家学者，以“史”为
脉，讲授江南政治、经济、社会、

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内容，集

中展示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精神特

质，营造全社会关注江南文化
的浓厚氛围。在“江南文化讲

堂”平台上，上海博物馆很多中
青年专家和王战、赵丽宏、熊月

之、戴鞍钢、曹可凡等文化名家
同台演讲、对话，实现了社科学

术与文博的深度合作。
至今，“江南文化讲堂”已

经举办 5期，热度不断提升。其
中的第四讲，“江南文化讲堂”

移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之一的青

浦区金泽镇，上海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出席讲堂活动并指出，

“江南文化讲堂”深入发掘江南
文化精神特质，广泛传播江南

文化发展理念，在服务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上发挥了
应有作用。

“江南文化”

实现全面赋能
“江南文化艺术展”带来了

新的宣传推广与博物馆教育方

式，带动了新的文创思路，还在
过程中不断提升上海博物馆东

馆的建设理念，从而实现了全
面赋能。

“5·18”国际博物馆日，上

海博物馆首创微综艺展览直
播，充分融合专家导览、电视综

艺和学术对话等多种节目形式，带领观众抢先

“云”观展，节目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
闻+、看看新闻等平台进行全网直播。精彩纷

呈的活动和宣传推广, 使得上海博物馆名列 5

月“中国博物馆热搜榜之十大热搜博物馆”第

一名。
围绕展览，上海博物馆精心研发了 20余

种 50多款文创产品。“江南文化”系列丛书之

《江南书画》《江南雕刻》《江南陶瓷》《江南染织
绣》《江南印章》，在今年书展前出版，也在出版

界引起小小的轰动。
在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时，上海博物馆一

直把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行动计划贯穿始终。
“江南文化艺术展”成功举办后，我们对于东馆

的建设理念也愈来愈清晰，即构建海内外体系
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并增强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特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及教
育体验功能，引导社会公众唤醒认同江南历史

记忆和文化意识。
“江南文化”可谓是一个大 IP，上海博物

馆把“江南文化”这个大 IP放

进心里、装到工作目标中，积极

利用好自己的特色与优势，用
展览、宣传、教育活动、讲堂、文

创等产品形式来强化，念念不

忘，历经时日，必有回响。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党委

书记）

    受戏曲界一位老朋友邀请去看了上海

柳春扬剧团的两场扬剧。扬剧是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次演出的曲目是《杨八姐游春》

和《断指奇案》。观众大多是冲着一位扬剧新
秀范文涛而来的，他在《杨八姐游春》中扮演

天性仁孝宽厚和善的宋仁宗；《断指奇案》中
扮演活泼玲珑的王玉龙。前者是帝王后者是

百姓，经过范文涛的努力塑造可谓判若两人

且印象极深。演出结束后，众多观众欲罢不
能，数次谢幕后，范文涛不得不加唱。

其实这两场扬剧布景、道具、服装、伴
奏乐队都比较简单，但还是吸引了众多戏

迷前来聆听这古老的唱腔，小剧种的魅力
在哪里，就是角儿。范文涛毕业于扬州文化

艺术学校扬剧班，非遗“扬州清曲”传承人；

是扬剧名家唐麟童的关门弟子，又受教于扬

州清曲著名艺术家陶美芳。唐麟童收范文涛
时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亲授《杨八姐游春》

《乌龙院》《济公贺寿》《陈三两》《红丝错》等
经典剧目。这次演出，是范文涛和师娘洪钧

同台亮相。范文涛扮相英俊、唱功扎实，在台
上沉得住气，形神不散，舞台呈现干净干练，

特别是善于运用本嗓特点，将淮扬地区的戏

曲风格淋漓尽致地娓娓道来，十分过瘾。
观众的喝彩自有道理。中国戏曲传承是一

场马拉松，惟有坚持坚毅坚定坚守方以得到弘
扬光大。在这样一场马拉松中，我们要珍惜角

儿，特别是年轻的角儿。小戏种传承要靠角，如
今像范文涛这样苦心专研戏曲表演文武双全

的戏剧角儿不多，难能可贵。

◆ 王柳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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