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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这是一场独具特色的昆曲主

题展，展厅的小舞台摆放了 44把
椅子，象征着昆曲传习所的 44位

传字辈艺术家，落座的观众拿起
座椅上的“传”字靠垫，便可阅读

到一位传字辈艺人的相关信息，
此时，上海昆剧团的“不插电”演

出也即将拉开序幕……昨天，《水磨

传韵 源远流长———昆剧传字辈百
年纪念展》在上海大世界拉开序幕。

水磨声声共拾柴
此次展览是国内首次以昆剧传

字辈发展历史及重要文物展陈为主

题的展览。1921年秋，昆剧传习所在
苏州建立，在跨世纪的百年中，昆曲

艺术得到充分的继承与接力，传字
辈的学生也成为 20 世纪后期至今

昆曲舞台的中流砥柱。一部昆曲史，

就是一部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艺
术传承史。

展览以“传”字贯穿始终，以传字
辈从艺、演出、授艺为历史脉络设计动
态展线。展厅中还展出了昆曲曲谱、名

家手稿、戏服、乐器及演出说明书、音视

频、照片等珍贵的艺术档案，一件件展品
仿佛在向参观者诉说昆剧传字辈走过的

百年传承、发展之路。据上海艺术研究中
心主任夏萍介绍，展览得到了包括浙江昆

剧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江苏省艺术研
究院、中国昆曲博物馆在内的众多兄弟单

位及传字辈的后人、学生和民间收藏家的

大力支持。展览共征集到展品 180?件。

笛声悠悠总关情
在展厅内，参观者可以看到朱传茗、

华传浩两位先生使用过的笛子。张洵澎

说起恩师朱传茗的这根笛子总是满怀崇
敬之情：“朱老师这根如同神笛，它跟随

恩师南吹北演。1960年，在梅兰芳、俞振

飞两位大师主演的昆曲电影《游园惊梦》

中，恩师就是用这根笛子吹奏的！”屠永
亨回忆华传浩将笛子传到自己手中时则

说：“当年我在戏校教学没有笛子，华传
浩老师就把他的笛子送给我。我在戏校

教了 60年的戏，吹着这支笛子带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

除了实物外，展览还通过大量报刊杂

志的记载，勾陈了传字辈的发展经历，厘
清了一些历史谜团。“用史料说话、不哗众

取宠、不刻意拔高”是纪念展的办展宗旨。
客观真实地再现走过的路，是对于前辈最

好的致敬。100年前，传习所成立时，只有
一间简陋的小屋、懵懂的孩子和一批对昆

曲满腔热情的人，或许他们谁都不知道前
方的路会怎样，更预料不到百年后的进

程。今天，当新一代昆曲人站在新百年的
起点，通过展品回望那段历史，更能提醒

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盲盒探秘百花园
“观展+赏剧+聊戏”三位一体是百

年纪念展的一大特色。自 6月 17日起，

每周四至周日晚，上海昆剧团优秀青年
演员每晚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昆曲经典折

子戏演出。昆曲研究专家唐葆祥、昆剧表
演艺术家张洵澎等名家导赏，曲友活动、

昆曲现场教学等，将带给参观者与古老

昆剧的“零距离”接触体验。
此次纪念展为了吸引更多普通市

民，尤其是年轻观众，也“引进”了不少新
潮的推广概念。根据著名画家程十发先

生戏曲人物画设计的折扇、清新雅致的
环保袋等充满“昆”元素的展览衍生品令

人爱不释手。展览中还设计了互动游戏
昆曲盲盒，一个盲盒中隐藏着一出昆曲

经典曲目和经典人物。在搜集盲盒的过
程中，爱好者同时享受着探秘昆曲百花

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乐趣。
本报记者 赵玥

传字辈百年芳华
水磨腔源远流长
昆曲主题展走进上海大世界

    明晚，一部根据大型交响合

唱《长征组歌》改编创作的钢琴
协奏曲《不朽的长征》将在东方

艺术中心首演。这首协奏曲是由
两位“90后”海外学子旅德钢琴

家巩慧琳和旅德作曲家谢梦昊
通过网络连线合作完成，十个小

时的时差也没有阻挡两个年轻

人创作的热情。两人还表示放弃
这首协奏曲的版权，希望由经典

作品改编的协奏曲，能被更多人

演奏、传承下去。
“我小时候总听姥姥唱革命

歌曲。我们虽然是 90后，感受到
的是新时代贵州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也能想象到，当年红军长
征时的艰苦。”巩慧琳说。在首演

音乐会制作人段为亮的倡议和

鼓励下，巩慧琳萌发了以长征为
题改编钢琴协奏曲的想法，便找

到在科隆的同学谢梦昊合作。

不过，当时巩慧琳和谢梦昊
分别在中国和德国，要一同完成

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只有通过云
端沟通创作理念。谢梦昊主要负

责编创，巩慧琳收到作品乐谱后
再提供钢琴部分的修改意见。巩

慧琳说：“我和他算是网友合

作。”他们之间有 10个小时的时
差，他睡觉前把曲子给她，她弹

完后，记下修改意见，睡觉前再

发给他。就这样修改数十次，方
才定稿。

“协奏曲共分四个乐章，分
别以起承转合的传统概念将组

歌内容重新分配并囊括其中。”
谢梦昊表示，不同于组歌，协奏

曲除了部分打击乐以外，没有使

用民族乐器。编创过程中，他使
用管弦乐器的一些演奏技法来

模仿民乐乐器的效果。
据悉，明天音乐会除了上半

场的钢琴协奏曲《不朽的长征》
以外，还将邀请上海爱乐交响合

唱团演唱《长征组歌》。

本报记者 吴翔

后海外学子改编《长征组歌》
钢琴协奏曲《不朽的长征》明首演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位于北外滩的虹口
抱朴美术馆是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重要活动
“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
国传统工艺邀请展分会
场之一，昨晚“锦绣文
章———纺染织绣工艺专
题展”在抱朴美术馆开
幕，专题展共展出 155 件
作品，囊括了我国各民族
的传统刺绣、印染、织造
精品。

绣
出
人
民
之
路

一针
一线

﹃
纺
染
织
绣
工
艺

专
题
展
﹄
昨
开
幕

 
■

传
字
辈
的
弟
子
、
“昆
大
班
”

老
艺
术
家
在

纪
念
展
开
幕
仪
式
上

记
者

郭
新
洋

摄

■ 旅德钢琴家巩

慧琳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丝绸、纺织艺术一直是东方艺术的核心代

表，也是民族文化的独特体现，刺绣艺术则是东
方文化的独特名片。展区分为四大绣、各民族、其

他绣、织造、印染等五大区域，面积达 1500?方
米。展览集中展示了非遗成果，如苏州苏绣、湖南

湘绣、广东粤绣、四川蜀绣等。
月圆之夜，一只活灵活现的猿猴单臂挂于

藤蔓之上，广绣大师许炽光纯手工刺绣而成的

《月夜猿啼》让人叹为观止。绣品以细腻的针法
表达其工笔的绘画技法，巧妙利用蚕丝的天然

丝光，呈现出猿猴绒毛纤细柔亮的质感，眼部细
节的施绣赋予其独具匠心的神韵。与此相对的，

是藤蔓的大写意风格，运用柔软的丝线表现洒
脱的写意，泼墨、破墨交织，色调成冷暖对比，于

奔放粗犷中见精细。而明黄的真金孔雀羽妆花
缎《凤祥九天》以南京云锦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织

造技艺，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浴火重生的中华民
族凤凰涅槃、展翅腾飞。九只姿态各异的彩色凤

凰，象征着国家在北斗、探月、航天等各方面的
成就。

展览从绽放的“花鹿”开始，一系列主题展品
用一针一线绣出一条“人民之路”。一楼展区的

“上海绒绣花鹿”主题艺术装置，体现了祖国大地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花鹿”绣出了人民过着

安居乐业的生活。随着旋转楼梯向上，参观者可
以详细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蚕

丝的工艺。“把爱‘绣’出来”形象墙通过邀请观众
手缝绣品贴于墙上，绣出对党的祝福。二楼展区

“五星之路”艺术装置展示了传统丝线为材质的
五组大型纤维艺术，两侧呈现了城市、乡村、山

景、海景等生生不息燎原之景，充分反映了“改革

开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各个
层面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展区还通过不同纺织

材料的白色门帘与展馆四个红色巨型门洞相结
合，致敬抗击新冠疫情中白衣天使的高尚品格。

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为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

是虹口区对口帮扶县，展览也邀请了富宁绣娘进
行展示。据介绍，虹口区联合高校设计师和刺绣

大师协助当地绣娘打开全国销售通道，真切落实
“精准扶贫”。如今，文山富宁刺绣已走向市场，绣

娘们也绣出了自己的“锦绣人生”。
除了线下展示外，抱朴美术馆还结合打卡互

动、直播、文创、线上展厅等多样形式让市民更好
地了解和体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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