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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座镇级美术馆你可知

道在哪里？“上海浦东十八镇，周浦

第一镇”，周浦镇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到南宋时期。周浦美术馆正是坐落

于周浦镇上。越过门口一弯盈盈秋

水，穿过一道形似满月的洞门，此

刻，在不施五彩的白墙之内，“师道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具象实

验工作室师生作品交流展”正在该

馆举行。

“书画之乡”
周浦美术馆建筑面积1700平方

米，位于周浦文化公园中心位置。

抵达美术馆需要穿过大片的儿童游

乐场与中央草坪，秋日暖阳下，四下

孩童的欢笑声隐隐随风而来，给白

墙内的美术馆注入一抹鲜亮之色。

园中有景，景中有景，美术馆白

色的弧形长廊犹如镶嵌着一扇扇打

开的门，象征着美术馆的开放性，与

背后写有“周浦美术馆”字样的主体

建筑形成高低错落的视觉感受。周

围的居民是美术馆的常客，因为在

游园小憩之际，信步间就能进入艺

术殿堂，被润物细无声的美环绕，欣

赏一个个艺术展览，传统书画、油

画、民间艺术……周浦镇有着浓厚

的艺术传统，被命名为“中国民间特

色书画之乡”。

“师道”大展
“师道——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具象实验工作室师生作品交流

展”是周浦美术馆举行的既有传统

文化传承也有学术个性的艺术展之

一，参展的是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姜

建忠和他不同时期的学生。“学院艺

术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应该找到一

个新的出发点。我们不是要复制传

统，而是激活传统，目前正是一个很

好的时机。”姜建忠说。

石至莹现为上海油画雕塑院专

职画家，她的作品以各式石头入画，

“石头本身有着无穷的变化形态和

多样的质感，所以非常适合作为一

种绘画语言去研究”。马楠的“空

石”将水墨、篆刻、油画的技巧聚集

于一个画面，他要呈现的就是“一块

石头，也足以成为一座大山的记忆

储存体，记录就足以造就这座山，造

就它的所有时光和磨砺的表达”。

作为师者的姜建忠，认为自己

既是老师，也是艺术家和实践者，他

传授给学生的是对艺术热爱、开放

的心态，坚守底线又和而不同，他带

领的团队正在成为都市文化中一支

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社会美育
展览现场，有一些家长带着孩

子站在门口向展厅里张望，可能这

次展览的作品与他们往日里看到的

艺术品有些不一样，但是只消一会

儿，观众们便开始自如地在展厅里

与喜欢的画合影。

在周浦美术馆这样一个镇级美

术馆办展，姜建忠有自己的考量，

“学院艺术需要走出闹市中心，走进

乡镇，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做一些实

事。”周浦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小

镇，吴昌硕、王一亭、傅抱石等与周

浦有着不解之缘，还有翻译家傅雷，

也在周浦生活多年。这样的艺术展

可视作文化上的衔接。文化进入社

区、进入街镇，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

的艺术文化客厅的便捷，这也是润

物细无声的社会美育。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写意与写实
与会的文艺评论家中有不少曾经参过

军，或者父辈参加过抗美援朝，大家能看出

舞台上哪一位穿军装的演员“敬礼姿势最标

准”。事实上，舞台上也的确有部队转业的

演员。排练《英雄儿女》把话剧中心的青年

演员都锤炼成一个个军姿军容像模像样的

“兵”。文艺评论家李守成看出了该剧的“纯

粹感”，“对于今天的青年有一种灵魂洗礼”。

著名编剧罗怀臻表示：“该剧的基调应

该是写意下的写实：整体框架是戏剧的、艺

术的，但是具体细节一定要真实可信。”哪

怕是作为小道具的茶缸，也应该是前天本

报刊登的志愿军老战士拿来的茶缸——白

底、蓝色花纹，上有红字的那一款。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东

建议，当全剧高光时刻——王成在呼喊“为

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时，背景音乐、

音效要暂停，对于王成，这一刻应该只听得

到自己的高呼，也要让观众感受到王成视

角；且越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越是要凸显英

雄的满腔激情。此时，背景声效应该“无声

胜有声”。

电影与戏剧
有电影《英雄儿女》、巴金小说《团圆》

在先，话剧《英雄儿女》不仅要汲取电影、小

说的精华，还应在舞台上适度融入影像

——但要把电影手法融入戏剧舞台，而不

是单纯地以影像替代戏剧叙事。

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认为，“电影和小说

提供了经典文艺元素和两代人的历史记

忆”。上戏副教授郭晨子表示在吸引青年

人进剧场之际，影像倒也是他们更为熟悉

的媒介，但在话剧中融入影像，更需要创新

的样式。剧中，王成牺牲后王芳回忆哥哥

的影像，是王成全脸特写一帧一帧从他俩

重逢至王成受重伤、绑上绑带后的表情，既

符合王芳内心又具有情感堆叠与冲击。这

一段影像的运用艺术性较高。

电影中还有一些感人画面也可以搬上

舞台，还可以适当增加朝鲜文化元素。上

海戏剧家协会顾问刘文国说：“我看了七八

遍电影，当年电影演员刘尚娴学长鼓舞学

了一个月、京韵大鼓也学了一个月……鼓

声，能在战场上鼓舞人心。”

戏剧与城市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为该剧在保持写

意下的写实风格之际，可以诗意地融入上海

城市象征元素，例如黄浦江的流水、黄浦江

的月光。文艺评论家吴孝明说：“多年前在

安福路的那一头，巴金写了《团圆》；多年后

在安福路的这一头，话剧中心排演了《英雄

儿女》，形成了时空交融。”观众在电影《英雄

儿女》的氛围中长大，因而对于革命精神有

着集体回忆，对这座城市有集体回忆，对这

个国家有集体回忆。 本报记者 朱光

馆헲짏的美쫵망
头폐来춷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昨天是作曲家朱践耳诞

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在胶集

黑胶文化艺术共享空间，他的

生前挚友、同事以及上海的爱

乐者们齐聚一堂，分享他们和

朱践耳交往的故事。

朱践耳平易近人、谦虚

低调，与他交往过的人都深

有感触。80后的方蕾刚到

上海交响乐团参加工作时，

初遇朱践耳，她带着一份敬

畏，斟字酌句和朱老探讨曲

目单细节、询问意见。却不

料反被“满意度调查”，“你觉

得《唱支山歌给党听》怎么

样，说心里话，年轻人喜欢这

样的歌吗？”资深乐评人沈次

农记得上交首次赴京演出朱

践耳的《第一交响曲》，他与

之同行，演出结束当晚，朱践

耳便托他帮忙联络当时初露

头角的瞿小松，虽然对方是

后辈，他却丝毫不介意，登门

询问对方对自己作品的意

见。

叶小纲曾说：“朱践耳是

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最全面

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

楷模。”《节日序曲》《春天的

歌》，他的乐曲引领中国交响

之路；《唱支山歌给党听》《接

过雷锋的枪》，他的歌陪伴几

代人成长；《黔岭素描》《纳西

一奇》，他的交响乐描绘了一

幅幅山河画卷。

朱践耳虽然60岁才走

上交响乐创作的道路，但厚

积薄发，从第一交响曲写到

第十交响曲。让上海交响乐

爱好者协会会长曹文炳最为

钦佩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花甲之年的朱

践耳带着一架简陋的录音机，在贵州、云南、

广西、西藏等地深入偏僻村落，一走就是八九

个月。他带回的是满满的原生态音乐旋律和

自然界各类鸟鸣声，这些珍贵的音乐素材、自

然的声音，在之后《黔岭素描》《纳西一奇》等

作品中绽放光芒。有人说朱践耳的作品总能

触动心灵最深处，

那是因为他在中国

民间音乐中找到了

“根”。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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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英雄儿女》拿什么去打动观众

实틢횮쿂实쪵
台펰죚죫컨첨

剧场，是城市的英雄；上海，是
英雄的城市——前一句话，出自著
名导演陈薪伊，点出了剧场的建筑
以及剧场内的演出，是城市精神以及
城市软硬实力的象征；后一句话，出
自话剧《英雄儿女》的内容以及由此
引发的话题，无论是抗美援朝抑或其
他历史阶段，上海都是一个英雄辈出
的城市。这两句话，成为昨天在上海
话剧中心举行的话剧《英雄儿女》专
家研讨会的主题。专家由该剧涉及
的一对对看似矛盾，实则融合的创
作关系，分析了该剧为何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