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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文化新据点
虹口是海派文化发祥地，也是评弹在

上海的主要演艺区域。陆澹安就居住在

虹口区溧阳路，陆康记得小时候，下午4

时许，评弹演员们来家里取陆澹安写作的

手稿，晚上就能在书场演出，祖父还总爱

带他一同去书场听书。高博文也是从小

在虹口长大，河滨大楼曾是他和小伙伴们

捉迷藏的地方，未来或许他会用评弹的方

式重新打开这幢历史建筑的大门。

“走走逛逛南京路，买卖请到四川

路”，虹口区副区长陈筱洁说起了曾经用

来形容四川北路的老话，海派评弹研习所

的落成，将让公众的目光重新投注到四川

北路。包括研习所在内的10家单位共同

组成的四川北路演艺新联盟昨天同步落

成，也是城市更新、商业重振、文化回归的

积极举措。

在兼具海派文化历史底蕴与时尚活

力的今潮8弄成立海派评弹研习所，将助

力“虹口有戏”剧场群落成型，让传统艺术

与新潮海派文化融合碰撞出新花火，让评

弹这门非遗文化瑰宝，不断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光彩。

评弹手稿新研究
在祖父留下的若干手稿中，陆康精选

了一卷与评弹研究相关的手稿，“评弹常

常以演出的形式与公众接触，但我想研习

所的成立带有一定的研究意味，这份‘弹

词研究’手稿捐赠出来，再合适不过。”三

张纸笺中有两张为目录，一张为第一章第

一节的内容“弹词的来源”。七章三十二

节的目录，清晰地写着从弹词的源头、流

变，弹词与其他文艺的不同，到如何编著

弹词脚本、弹词应如何改革，已可初见一

部著作的脉络。

经陆康考证，这份手稿写于1940年

左右，已可窥得祖父立志于将毕生心得著

书的想法。陆康认为，如果当代的评弹人

可以参照陆澹安的手稿内容继续弹词的

研究，也算是完成祖父80多年前的心愿。

在今潮8弄的百年海派建筑里，韵味

十足的江南评弹唱响。除了陆澹安的作

品《啼笑因缘 ·初约》，高博文和陆锦花还

合作了评弹融合

乐曲《声声慢》。

演艺空间新拓展
随着海派评弹研习所的落成，以今潮

8弄有戏堂与北广场演艺新空间、海派评

弹研习所、ARKLIVEHOUSE、瑜音社、

Bluenotelounge爵士乐俱乐部、Thepearl

珍珠剧场上海泛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开心麻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虹口分公

司）、上海永谊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

远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组成

的四川北路演艺新联盟宣告成立。

构建差序化演艺空间生态，聚焦打造

演艺新空间集群，四川北路演艺新联盟旨

在更好地盘活用好现有各类剧场设施资

源，推动四川北路整体面貌的更新与升

级，催生演艺新亮点。

虹口将继续结合城市微更新、微设

计、微治理，打造一批小而精美、主客共享

的文旅演艺新空间。

本报记者 赵玥 袁玮

一张精心装裱过的长卷在评弹演员的手中徐徐展开，泛黄的纸张之
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家陆澹安手书的弹词研究手稿（见右图）。昨天下午，陆
澹安之孙、当代书法篆刻家陆康在今潮8弄落成的海派评弹研习所捐赠了这
份珍贵手稿。陆澹安改编并流传至今的弹词名篇《啼笑因缘》在评弹名家高
博文和青年评弹演员郑鸣秋的说噱弹唱下，让今人一睹经典之魅力。

海派评弹“初约”今潮8弄
陆澹安弹词研究手稿露真容

春寒料峭，但浦发银行东方体育
中心跳水池里的温度，升温再升温。
而这份热情，缘于久违的“回家情结”。
昨晚，为期一周的2023年全国跳

水冠军赛暨奥运会、福冈世锦赛、亚运
会、成都大运会选拔赛落幕。对于观
众而言，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家门口的
观赛，是体育赛事的热闹“回归”。而
对于全国跳水健儿而言，这也是一次
特殊的“回家之旅”——梦想从上海起
航，热烈的比拼让人们对未来体育赛
事的复苏，有了更多憧憬……

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梦之队“““““““““““““““““““““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

“现场看水花消失术，很兴奋，也很震

撼。”“奥运冠军名不虚传，能有近距离接触的

机会，很难得。”7个比赛日里，开放售票的看

台座无虚席，前来观赛的市民不虚此行，发出如此感慨

的，比比皆是。现场除了掌声和欢呼声，还有此起彼伏的

口哨喝彩声，仿佛是在真正的国际赛场。

11岁的朱哲铖请父母早早抢到了门票，现场观摩

奥运冠军的比赛，是他练跳水以来期盼已久的。在黄浦

区卢湾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训练已有六七年的他，人小

志气高，他告诉记者：“看了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的优异

表现，我更加有动力了。”

这是2023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向观众开放的全国最

高规格赛事，市民的热情令赛事主办方出乎意料，上海

久事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介绍：“开

票当天，凡是有奥运冠军比赛的场次，开票数小时内就

售罄。工作日的出票情况更是超出预期。”

上海小囡陈芋汐回家了，但与她有同样感受的，其实

是整个跳水梦之队。“每次来到东方体育中心比赛，感觉

就像回到家一样。”中国跳水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游

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周继红如此真实感慨。

东方体育中心是中国跳水队的福地，在这座为第

14届上海游泳世锦赛打造的场地里，中国跳水队曾狂

揽金牌，在此奠定了胜利的基调。全红婵、陈芋汐，诸多

跳水名将一跳惊世界的第一步也都在这里。而如今，上

海又一次成为新人的秀场。女子跳板的新主力组合昌

雅妮、陈艺文拿出了稳定的发挥。在新老交替的大背景

下，如白钰鸣、郑九源等年轻人，还有待通过更多比赛打

磨技术和心态。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这座跳水池里，

每个人都能从中有不同的收获和感悟，由此更坚定地向

巴黎奥运会迈进。

举办跳水冠军赛的“玉兰桥”游泳馆内，人声鼎沸。

而在它不远处，有“海上王冠”之称的东方体育中心，也

因为成为上海久事男篮新主场，而变得热闹非凡。除了

观赛CBA，更多市民走进这里的室内外场馆，进行游泳、

篮球、足球、羽毛球等锻炼。前不久，玉兰桥冰雪轮运动

中心（一期）也已正式开业，将冰上的各种项目，以及轮

滑项目，甚至还有陆上冲浪这样的时尚项目囊括进来。

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拉开了今年上海118项以

上国际国内体育赛事的大幕。而东方体育中心这座上

海体育新地标也屡屡站上上海体育的C位，见证体育热

度的回归。随着申城赛事的全面复苏，如跳水赛这样的

观众、选手回家的场景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陶邢莹
本文配图 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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