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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9文娱

    改革开放以来 100部上海文艺舞

台精品力作，都浓缩在了正在上海文
艺会堂举办的“红色经典耀舞台”舞台

艺术摄影展中。作品以时间为线索，为
观众铺排、梳理出了上海舞台精品佳

作的精彩图谱，展览将持续展出至 7

月 4日。

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曲艺……

透过文联专职摄影师祖忠人的镜头，
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优秀作品

是如何光耀上海舞台，而上海文艺工
作者又是怎样用艺术语汇，讲述中国

故事、传递红色精神、彰显文化自信、
凝聚中国力量的。

照片背后故事多
今年 74岁的祖忠人为摄影展选

择的第一张剧照是 1979年拍摄的话剧

《于无声处》，第二张则是《于无声处》
2008年复排的剧照，黑白与彩色，折射

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祖忠人介
绍 :“1979 年我借调在摄影创作办公

室，拍下了这张照片。”这部作品对当时

整个文艺界来说，像是一声进军的号
角，成为当时文艺舞台上的一大亮点。

每一张剧照，都是摄影师对舞台
作品的第一道审视。有一张颇具先锋

气质的话剧剧照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那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前身上海人

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中国梦》，圆
形舞台和几何线条的幕布很有未来

感，两位演员均以侧影示人，不熟悉的
观众一时无法分别出演员是谁。祖忠

人揭晓：“这是周野芒和奚美娟！”一旁
的观众才恍然大悟。

这已是 30多年前的舞台作品，却
仍让人感受到一种锐意进取的朝气。

主演奚美娟曾在采访中透露，这部剧
的创作背景是上世纪 80年代，很多人

用全部家当换来一两百美元，投身狂
热的出国潮，去追寻美国梦。有位上海

赴美留学的学生感受到了国外的歧视
和落差，反而魂牵梦萦着中国，于是把

他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作品《中国梦》。

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看
到原作，很喜欢，就把它搬上了舞台。

这个话剧演出后非常轰动，奚美娟也
因此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本土剧种魅力大
在展出众多的舞台摄影作品中，

尤以上海家家户户传唱至今的沪剧作

品居多，上海的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
齐发力，丰富着上海观众的文艺生活。

展览特别选择了许多经典沪剧作品，
有些经典作品还有多个版本，像《芦荡

火种》的剧照中，沪剧名角程臻、青年演

员洪豆豆、小戏迷等众多阿庆嫂身着同
款蓝布衣服，诉说着同一个智斗故事。

祖忠人说：“我最钟情的是我的家乡
戏———沪剧。近年来，上海也推出了新

创的红色沪剧剧目《一号机密》《敦煌女
儿》，这两部作品一改以往沪剧在舞台

上的呈现，展现了对革命斗争、榜样人
物的创新表达，让我很受触动。”

徜徉展厅，观众还可以欣赏到芭
蕾舞剧《白毛女》、沪剧《挑山女人》、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荣获国家级大
奖的经典剧目剧照，也能观看到京剧

《智取威虎山》、越剧《山海情深》、音乐
剧《太阳鸟》、交响序曲《红旗颂》、儿童

剧《孩子剧团》等一大批上海各院团编
排演出的优秀剧目，同时，还有像沪剧

《赵一曼》、诗歌朗诵会《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原生态情景剧《家园 ·印象上

钢》等种类丰富的演出剧照亮相其中。
跟着一张张照片，观众好像也身

临其境，重温了歌曲《红旗颂》时隔多
年再度在“上海之春”唱响的澎湃激

情，目睹了杂技剧《战上海》用杂技语
汇刻画上海解放战役的惊心动魄，感

动于歌剧《江姐》传承到第六代青年演

员的薪火相传……建党百年，上海文
艺工作者的红色征程仍在继续，上海

文艺舞台也将传递红色文化精神内涵

的初心与使命。 本报记者 赵玥

“舞台艺术摄影展”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半纸春光》《大洪流》《寒梅》《八女投江》

《闯上海》《海港》《浦东人家》……上海淮剧团梳
理了淮剧戏箱里的红色家底，推出了一台《淮剧

里的党史》主题演唱会，昨晚在天蟾逸夫舞台上
演。在经典和新创剧目的片段中，全场观众以艺

术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浸入式的四史学习。
上海淮剧团乐队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拉开

了整场演出序幕，主持人由剧团青年演员黄金
鑫、钱薇担当。14部淮剧剧目基本囊括了上淮

的红色看家戏码。淮剧大师筱文艳传唱至今的

《走上新路》《寒梅》《海港》，如今由淮剧名角张
华、景兰英等传承下来；淮剧名角梁伟平的《家

有长子》展现了父子党员对乡亲们的一诺千金，
淮剧小生邱海东传承自梁伟平的《大洪流》，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群众武装斗争；淮剧名
角赵国辉的《节振国》、青年演员王俊杰、顾芯瑜

带来的《唢呐声声》《八女投江》共同展现了抗日
战场上中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风姿……

淮剧也曾诞生过多部产生全国影响力的作

品，比如淮剧《海港的早晨》1964年由筱文艳唱
红，后经京剧移植更名为《海港》，昨晚上演的片

段选自淮剧根据京剧演出本再次改编创作的淮
剧《海港》。因为这部戏，筱文艳还受到了周总理

的接见。
梁伟平回忆，当初上淮要创排一部反映上

世纪 20年代，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题材的剧
目，于是有了 2013年首演的淮剧《大洪流》，“这

部戏用淮剧演绎恰如其分，因为当时不少工人，
都来自苏北”。由梁伟平饰演的主人公李根生从

一个一门心思来上海寻找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的
农村小伙子，在偶遇工人夜校老师并结缘一批

工人同志后，逐渐觉醒成熟，在革命斗争中成长
为有着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的中国共产党员。

梁伟平的入党经历，也曾传为一时佳话。

“我是 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入党的，有一次
我在电视台录音，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来找

我，想要发展我，但我已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便拒绝了他，还说了一句‘我要入党，就入中国

共产党’。”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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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让诗歌在母语中

重生———“诗人译诗”一直是诗人理想。近日，
10位中国诗人携手翻译了 13位殿堂级诗人

的诗作，涉及英法葡瑞典语等 7个语种，这些
译作集结成《新九叶 ·译诗集》，日前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 13位诗人均为近 200年来各国享誉

诗坛的代表人物。法语诗人中，有被誉为“西

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荷马”的瑞士诗人桑德拉
尔，象征派诗人保尔 ·瓦雷里，超现实主义文

艺运动先驱之一阿波利奈尔，散文诗大师马
克斯 ·雅科布；葡语诗人中有对象征主义影响

深远的庇山耶，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佩
索阿；来自美国的有艾米莉 ·狄金森；此外还

有芬兰瑞典语国民女诗人索德格朗，丹麦当

代女诗人琵雅 ·塔夫德鲁普，集哲学家、剧作
家、外交家于一身的罗马尼亚诗人布拉加，秘

鲁最重要的诗人巴列霍，俄国诗歌未来主义
创立者马雅可夫斯基……

本诗集十位译者分别是：姚风、李笠、金
重、高兴、少况、树才、黄康益、骆家、姜山、李

金佳。他们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中好

几位是翻译家王佐良的弟子。王佐良曾对中

国新诗“诗人译诗”这一传统进行过回顾、总
结和阐发。如今这十位诗人译者，继承 20世

纪 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传统，以“新
九叶”之名集结，翻译并撰文导读最爱的诗

人诗作，以诗人的独特语境读解诗人的精神
世界。

九叶诗派是 20世纪中国一个具有现代

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

派”。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
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

界。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产生了较
大影响力。《新九叶 ·译诗集》正是向《九叶集》

的致敬，也是为了追慕“诗人译诗”的传统。
诗歌的黄金时代，经常也是翻译最活跃

的时期。从戴望舒开始，中国诗进入现代，翻

译刺激了中国诗歌的脱胎换骨。美国诗人庞

德曾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并生发出
“诗歌意象”的概念，至今影响西方诗坛。《新

九叶 ·译诗集》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回溯精神
高地，致敬世界诗坛，在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世

界诗歌的魅力的同时，激发汉语诗歌的创作。

跟着镜头
看遍上海舞台佳作

汇集 7个语种 13位外国诗人佳作

“诗人译诗”推出“新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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