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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9汇文 体

    古今中外，小小一枚“孔方

兄”，拥有千张面孔、万种变化。怎样

看懂其蕴含的信息？昨晚，在上海博
物馆与新民晚报共同推出的公益性

文博知识普及讲座———上博讲坛
上，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樾带来

了“货币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表达”
的分析讲解。

王樾说：“相比于瓷器、字画等
真正的艺术品，货币上的艺术表达

可能是浅显而粗糙的。‘设计’并不
是货币的重点。利用具有普遍认可

度的艺术符号，让使用者认可它的
信用价值，才是货币的重中之重。”

换言之，不同的货币，就好比是不

同时代、不同地区铸币者以“信用”

为主题的“同题作文”。
中国古代铸币多选择采用文

字的纹样。最早，如“秦半两”“汉五
铢”等，是将重量刻在钱币上代表

其价值。之后经过演变，钱币开始
按照个数计算，上面的汉字也形成

了一种“年号或国号、承诺流通的

字样、货币名称”的格式。

唐代的“开元通宝”上，“开
元”是开元年；“通”代表通行、流

通；“宝”是货币名称。同样的文字
规律也出现在明朝发行的纸币

“大明宝钞”上。王樾介绍说：“一
贯相当于 1000文，换句话说政府

对信用的担保，让一张纸具有了

1000枚铜钱的价值，这就是信用
的力量。”

而以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为
代表的西方钱币更讲究图案装饰。

他们会将王权和神权同时体现在
钱币上，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信赖

的两种权力。

钱币上图案、文字、徽符种种，

都是在表达国家的“信用”责任。钱
币上那些信息，就是一国一地、一
种文化或一种文明所拥有的、最基

础的文化共同心理。当钱币的样式
发生突变，就说明社会出现了很大

的变动。

王樾认为，方孔圆钱的设计来

源于“天圆地方”学说的想法可能
是有误的。首先，在货币外形的设

计上，一般很少会刻意添加一种所
谓“学说”或者“设计”，更多的是选

择一些现成的，已经获得人们普遍
认可的符号，更有助于人们对货币

的价值产生信任。其次，最早诞生

的方孔圆钱也要早于“天圆地方”
学说盛行的时间。

观察钱币，看到的其实就是那
个时代最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符号，

也是打开和理解那个时代的最基

础的钥匙。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捧一杯香茗，窗外便是九曲

桥的雅致景观，屋内一桌二椅早已
备好，在弦索叮咚中度过周末的夜

晚，想来自是惬意。11月 19日、20
日、26日、27日，上海评弹团名家

高博文、陆锦花（见上图）将到豫园
湖心亭茶楼，开启评弹长篇《珍珠

塔》的精华版驻场演出。

过去在老城厢，11路电车环
绕的这一圈，少说有数十家书场。

如今能在这样的黄金地段“开青
龙”，即作为首档来演出，评弹人

都很欣喜。一开票已经有很多新
观众一买多张，邀请家人和好友

前来观赏。

相对书场里的长篇书目来
说，湖心亭茶楼的长篇定价不算

便宜，128元一张票，但相比很多
剧场演出，又可以称得上是亲民。

高博文发现，评弹的观众越来越
细分，在乡音书苑说长篇，吸引的

是一波中老年资深评弹迷，每天
在书场一坐就是一下午；在长江

剧场说《珍珠塔》，不管是响档还
是青年演员，台下都是几乎满座，

青年和亲子家庭屡见不鲜；在上
汽 ·上海文化广场这样两千人的

场子演 70周年团庆专场，观众的
消费力让高博文惊叹，“我们带过

去的 300多套文创全部售罄。”
湖心亭茶楼的驻场演出，恰

恰让评弹的演出类目针对观众进

一步细分。豫园作为文旅融合的

典型地标，融合了海派文化和江

南文化的双重韵味，品质也在不
断提升，评弹的入驻将让游览九

曲桥的游客多了一项休闲娱乐的
活动。相比正式演出动辄两三个

钟头，茶楼听一段评弹，是一种古
朴的回归，品茗赏曲，更是一种深

入品味上海味道的文旅新选择。
虽然驻场演出是从经典《珍

珠塔》说起，但它又不是单一的长

篇演出。现场没有字幕，考虑到一
些观众可能听不懂，因而演出集

评弹、普及讲座、互动于一体，以
经典为载体，不仅要弹、唱，更要

与观众噱起来、讲起来，把评弹的
功能用活、用透。一位在长江剧场

看完《珍珠塔》的观众就表示：“其
实我也不太听得懂唱了什么，但

是我对评弹音乐感兴趣，很喜欢
《珍珠塔》里的弹奏，更何况还能

欣赏到众多流派。”
首次开出的四场书目是《珍

珠塔》里的“留款园会”“赠塔惜
别”“松亭联姻”“夫妻相争”，待四

场演毕，还会有更加丰富的演出
阵容和演出书目在湖心亭茶楼上

演。相距不远的海上梨园，也已成
为都市评弹另一个稳扎稳打的演

艺新空间。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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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豫园湖心亭
听评弹《珍珠塔》
高博文陆锦花下周末驻场演出

古今中外货币怎样千变万化
上博讲坛专家细说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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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宝钞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13岁机智逃脱敌人埋伏的欧阳立

安、掷地有声发表妇女解放演讲的向警
予、创作出《渔光曲》的作曲家任光、在

龙华与哥哥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重
逢”的陈玉莹……以这四个不太为人熟

知的人物故事为主线，上海越剧院青年
演员们用四部长不过半小时的微电影

向先辈致敬，展现越剧与时俱进的时代

魅力。昨天，《自古英雄出少年》《她！》
《渔光曲》《新生》四部微电影在光影车

间举办放映分享会。

聚焦本土题材
“龙华”题材是上海本土的红色题

材，亦是上海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次微电
影创作，是上海越剧院深挖本土题材的

又一次延伸。2019年，上越两部改编龙
华烈士故事的小戏《桃花血》《囚车上的

婚礼》深受好评，让越剧人有了通过网络
传播扩大题材影响力的想法。

一群年轻人分成多个小组，开始了
各自题材的寻觅与整理。大部分主创主

演均是首次“触电”，从自己组建班底到
寻景搭景，从表演幅度的把握到镜头、

景别的运用，他们一步步摸索，在实践
中探究舞台艺术与影视创作的不同。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介绍，此次
拍摄的四部影片，每部时长在 20-30分

钟左右，适合在移动状态下观看，具有
“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

资”的特点，可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自 1954年越剧电影《梁祝》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国产彩色

戏曲艺术片公映起，越剧和电影始终保
持着亲密联系，先后诞生了《红楼梦》

《祥林嫂》《西厢记》《双飞翼》等多部优
秀越剧电影。而越剧从老一辈艺术家如

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等开始，都非常
善于从电影中汲取养分，用以丰富表演方式和表现手段。越剧

微电影的创作便是延续越剧电影创作传统的一次新尝试。

为有牺牲多壮志，英雄的人生不总是带有悲情色彩。《自古

英雄出少年》中，主创就赋予了欧阳立安浓厚的喜剧性。编剧刘
倩赋予了三位主演漫画式的夸张演绎，台下观看时笑声一片。
刘倩说，自己每次看欧阳立安的名字和雕像都想流泪，“他是 24

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为了更多人的幸福牺牲了自己，这是一
个不能被忘却的少年。”

去年上越集体去龙华烈士陵园进行了一次沉浸式的采风，
《渔光曲》编剧安树回忆：“感动扑面而来，我们可写的非常多，本来

想写写烈士牺牲前的场景，这固然感人，但他们做了什么更值得书

写。”于是，在描写任光的人生故事的过程中，安树以音乐为抓手，将
《渔光曲》的音乐串在微电影里，这就让戏曲的虚拟性和电影的写实

性有了连接点。
在《新生》中演绎陈玉莹的李旭丹，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陈

独秀其他子女都有大段描写，唯独陈玉莹只有两行字，“我立马心生怜
悯，有多少女人淹没在历史长河里，无从被人知晓。”陈玉莹到龙华收

尸，才开始与陈乔年、陈延年展开“对话”。更多像李旭丹一样的青年演
员也和陈玉莹一样，从未知慢慢进入了先辈的世界……

本报记者 赵玥

感受先辈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