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一场江南文化的“焕”新之旅

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周五启幕

诞生于上海虹口的《良友》，是

中国最早的综合类画报，也是当时

时尚观念的风向标。日前“掠影摩

登——《良友》都市文化图鉴”在虹

口区四川北路的上海海派潮流新

地标“今潮8弄”亮相，这里距离

《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旧址只

有一街之隔。

1926年2月，《良友》创

刊，正逢北四川路一派生机

盎然的局面，海派文学和艺

术在此开花结果，娱乐业空

前繁荣，这也反哺了《良

友》，使其成长为中国最有

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策展

人、纪录片导演孙孟晋认为：“对

《良友》的认知，人们通常局限于

封面摩登女郎，但我们还要翻看它

的内页，到底勾勒出当初上海的何

等样貌。”

此次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凝

视”，聚焦诠释女性魅力；“过江看影

戏”，梳理中国电影发祥地虹口的电

影产业发展史；“北四川路的上海摩

登”，重绘都市里的“生活美学”。

对女性魅力和社会地位的肯

定贯穿在整本《良友》杂志中，展出

的“新女性”系列有话务员、美容

师、飞行师等职业女性形象；以胡

蝶为模特的“时装的来历”专题，描

绘了时装从设计到生产的流水线

过程；摄影大师郎静山拍摄的黎莉

莉《体育皇后》的照片，显示了女性

健康而可爱的气质。

同时，文人也在《良友》中赞美

女性。茅盾《春来了》：“春来了！太

阳是暖暖的，风是软软的。摩登姑

娘伸一个懒腰，看着那好景的艳阳

天。”还有，施蛰存的《春阳》和丁玲的

《杨妈的日记》都以女性为视角。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

化繁荣，离不开影院和电影制作行

业的发达。《良友》第61期上登载了

一组当年上海的影院照片，集中了

最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

在今潮8弄的8条弄堂中，展

放设置了户外投影，延伸出复古摩

登的设计感，既汲取了《良友》画

报中的近现代美术风格，又进行

当代设计转化。系列名家讲座期

间将穿插上海评弹团“海派评弹

研习所”的特别演出，包括根据名

家诗文新创作的弹词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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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
剧节将于5月19日在上海
拉开帷幕，4个月的时间里
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
剧名角，将开启一场江南文
化的“焕”新之旅。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由上

海黄浦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

起，以“焕”为主题，体现优秀江南文

化特点，积聚长三角地区京昆沪越

淮庐甬徽八大剧种十大优秀传统文

化戏曲精品，近20名中国梅花奖获

得者共同参与，通过开幕盛典、主题

研讨、剧目展演、衍生艺术教育讲座

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打造长三角地

区的年度重大文化盛事。

“戏剧节”剧目将分为“焕奕梅

香”“焕绮江南”“焕然新生”三大板

块。今年恰逢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

40周年，“焕奕梅香”板块特邀多位

梅花奖得主齐聚一堂。江苏省演艺

集团推介的昆曲《瞿秋白》由梅花奖

得主孔爱萍主演，重现瞿秋白与金

璇、鲁迅、杨之华的三度诀别；杭州

演艺集团推介的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由梅花奖得主徐铭、浙江戏剧

奖及金桂奖得主梅秀文联袂饰演，

演绎梁、祝二人的凄美爱情传奇；安

徽演艺集团推介的徽剧《刘铭传》由

梅花奖得主汪育殊主演，讲述了清

朝末期重要将领刘铭传抗法保台、

建设台湾的历史故事。

“焕绮江南”板块汇集独具特色

的京、庐、甬、徽等非遗地方戏种，

彰显江南地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张力。宁波市演艺集团推介的甬

剧《柔石桥》以倒叙的视角追问生

命，回望一位革命者短暂而灿烂的

人生；合肥演艺集团推介的青春版

庐剧《秦雪梅》重构为爱情守节的

主题，塑造出一个性格坚韧、独立

的女性形象；浙江演艺集团推介的

诗话剧《传宋》以宋代的诗、词、文

为脉络，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宋式

风情画卷；南京市演艺集团推介的

京剧《鉴证》通过舞台表演与文献

实证的交叠叙述，层层铺展晚清宫

廷众生相。

“焕然新生”板块包含了话剧、

脱口秀等多元化的演出形态。南京

大学文学院推介的

话剧《世外》由青年

编剧朱宜创作，反讽

人性中不为人道的欲

望之镜；上海戏剧学院

推介的舞台剧《路遥的

世界》讲述路遥一路披荆斩棘、艰苦

卓绝的创作经历；《笑果脱口秀》作

为闭幕大戏，将以年轻而富有朝气

的笑声为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

展演画上圆满句号。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将结

合“社会大美育计划”，围绕邀约剧

目开展“一戏一格品江南”公益性艺

术教育品牌活动。届时，活动将云

集戏里戏外名家名角，聚焦中国传

统文化主题，通过线上直播、回顾等

方式实现云端“无限加座”，让“小圈

子”破圈进入社会“大循环”，营造全

民关注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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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中学国际部将累积多年的美
术教育、教研成果日前呈现于刘海粟美术馆，近1000名观众到

场参观了“丹青筑梦——2023上海中学国际部30周年师生美

术作品展”。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郑辛遥与学生创作者面对

面（见下图），点评学生的作品。

今年是上海中学国际部成立30周年，每隔十年在刘海粟

美术馆举办美术大展是该校传统。刘海粟美术馆一楼双展厅

分别陈列初中部、高中部等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作品，另附有部

分教师作品助阵。入口“书墙”上挂有近10年来上海中学国

际部历届学生的作品合集，拼写成上中国际的英文缩写供观

众翻阅。400余件上墙展示作品，涵盖油画、水墨、雕塑、综合

材料、电脑美术、水彩、丝网版画、插画、时尚设计等类别。

学生作品登堂入室，在开办大师展览的市级美术馆展厅

陈列创作，鼓舞了年轻的创作者们。因为展厅空间限制，呈现

作品仅遴选了创作中的佼佼者。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表示，

作品中有很多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如面具、皮影戏、泥塑、剪

纸、书法和国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黄阿忠作代表

艺术家发言，他提出国民的审美应从小抓起，而校园美术正是

培育的摇篮。

本展在刘海粟美术馆落地，是一次全民美育与艺术的完

美碰撞。同时学校和抱有艺术梦想的学子，也应多和上海的

美术馆资源接驳，让社会公众一同见证艺术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