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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在广州演《杜

甫》。演出前，我去看了一场动画

片《疯狂动物城》，看完我就一直

想，我们演员什么时候能演得像

动画片一样生动，于是那一晚，我

就演了一版动画版的《杜甫》。”昨

天，在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遇见大师 ·走近经典”见面交

流会上，濮存昕告诉台下的孩子，

自己也会常演常新。

趁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携

《茶馆》《杜甫》《正红旗下》等5部

大戏来沪驻演的契机，艺术节推

出了“遇见大师 ·走近经典”濮存

昕见面交流会。具有朗诵、表演

特长的中小学生、上戏表演系及

导演系的大学生共同演绎了北京

人艺五部剧中的两部——《杜甫》

《正红旗下》致敬经典。

濮存昕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副总裁唐颖琪，上海戏剧

学院表演系主任、教授肖英，上海

康德双语实验学校小学部中方校

长蔡骏，从顶尖艺术家到艺术教

育专家再到中小学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对话，探讨戏剧教育的未

来。同时，濮存昕还与孩子们一

起演了一段《正红旗下》，为孩子

们提供了与名家名团“零距离”的

宝贵机会。

本届“遇见大师 ·走进经典”

有近20所学校师生参与，

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板

块顶尖的国内外艺术团，

实现学生年龄段的全覆盖，以彩

排观摩、名家对话、同台演出等多

样丰富的形式，为孩子搭建顶级

艺术教育交流学习平台，用孩子

的视角来看经典作品，实现艺术

教育。

本报记者 吴翔

“宝剑有情寄丹青，梅花无悔伴

君魂。”作为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参演剧目，昨晚，由北京京剧院

青年程派名角郭玮领衔主演的新编

现代京剧《石评梅》在上海宛平剧院

首演。这部以程派艺术表演风格创

编的现代京剧以“情”字贯穿始终。

该剧围绕中国近现代女作家石

评梅的爱情故事与革命事迹进行艺

术创作，凄美哀婉又有革命壮烈情

怀的诗化风格，韵味浓郁、底蕴深厚

的唱腔编排，灵动简洁的舞台设计

调度，颇有流派艺术特色的人物演

绎，让喜欢程派艺术的戏迷观众耳

目一新。

如何既写意又写实地呈现？《石

评梅》作了有益探索。剧中的每个角

色都未偏离戏曲本身的表演形式，

唱、念、做、打，舞台呈现既遵循传统，

又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这是郭玮

首度涉足京剧现代戏，她说：“石评梅

典雅秀丽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火热、

坚贞、勇敢的心。她一生跌宕起伏，

情之一字对她而言丰富且矛盾，特别

适合用善于描摹人物内心的程派唱

腔来表现。”

11岁进入戏校学的就是程派，

如今郭玮作为新一代的程派传人始

终在思考如何在创编现代戏的同时

保留“程”味。舞台上，既能看到程

派表演特色的圆场、水袖、翻身、卧

鱼等身段动作，而用长围巾替代水

袖的设计，也丰富了程派艺术的表

演形式，外化了石评梅的内心情

感。郭玮凭借此剧摘得中国戏剧最

高奖——梅花奖。

本报记者 朱渊

“情”之一字贯穿始终
新编现代京剧《石评梅》亮相艺术节

正在上海图书馆淮海馆举行的“毕生尽

瘁图书业——顾廷龙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展”，以“生平志业”“著作等身”“往来鸿儒”

“匋誃芸香”四个篇章，75种相关文献，展现了

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学家、目录

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的生

平、编著、交友与藏书。不少手稿、书信等展

品都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今年是顾廷龙诞辰120周年，从1932年

与图书馆结缘，到1998年谢世，顾廷龙倡导

“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66年的光阴

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穿过。他以独到的

眼光长期致力于古籍稿抄校本、家谱、硃卷手

札、档案以及革命文献的收集，使之成为上图

的特色馆藏。他编著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作）、《吴愙

斋先生年谱》《古匋文孴录》《尚书文字合编》

（与顾颉刚合作）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他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更是奠定了上图在海内外目录版本

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此外，在他倡导下，许多馆藏孤本秘籍得以

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嘉惠学林。他在晚年又

主持《续修四库全书》等多项全国性的古籍出版

工程，担任沪上多所高校兼职教授，为古籍事业

及其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是

著名的书法家，篆、隶、真、草四体皆长，尤精于

篆书，曾两度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访问日本。

今年不仅是顾廷龙诞辰120周年，也是

他的“伯乐”叶景葵先生诞辰150周年。展品

中有一份《叶景葵致顾廷龙函》手札。叶景葵

与顾廷龙相识于1935年，此后二人多有书信

往来。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写给顾廷龙

的信中正式提出了“建一合众图书馆”的想

法，并邀请张元济心目中的“有志青年”顾廷

龙南下，主持这一新兴图书馆的馆务。顾廷

龙于1939年7月正式离开北平，南下上海。

这也是顾廷龙人生的转折点。

展览中还展示了顾廷龙生前影像，陈列

了顾廷龙生前所用书桌、毛笔、砚台等实物展

品，还原顾廷龙淮海路吴兴路寓所一隅，力图

通过多个角度向读者呈现顾廷龙的一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表示，

顾廷龙对古籍出版工作的贡献，大致有三个

方面：刊布珍稀文献、主持或参与重大出版工

程、为古籍出版物题签。

在展览开幕时举行的研讨会上，上海图

书馆馆长陈超说，在顾馆长眼中，书是指一切

能够记录历史的资料，比如家谱、宗卷、登科

录、乡试录、晋升录，甚至于电影说明书、戏

单、照片、讣告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年光阴在书中穿过
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纪念展开幕

《

爱
情
神
话
》
平
行
篇
故
事
《
好
东
西
》
昨
亮
相

艺术节让孩子“遇见大师”
濮存昕昨与小观众交流表演心得

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作为继《爱情神话》后精心打磨三年的平行篇

故事，《好东西》昨晚举行“好爱上海”特别观影场，

为“即刻上映 ·上影75周年荣誉献映”影展拉开序

幕。该片是上影集团与青年导演邵艺辉再度携手

的海派新作。即将迎来75周岁生日的上影厂，以

新作品、新力量向上海电影致敬，点亮电影之城的

光影生活。

续写海派故事
昨天傍晚，伴着现场乐队演奏的热情旋律，有

观众早早就来到上海影城排队等候。这座上海电

影之城新地标为《好东西》装扮一新（见下图），在

影城大厅搭建出上海弄堂“东西里”。日夜商店、早

饭摊头、小卖部重现了电影中的场景，画家、乐队、

调酒师带来了摩登与时尚，让观众惊呼“好city”。

影迷穿越这条“东西里”，进入全亚洲最大的

杜比剧院，《好东西》的帷幕徐徐拉开。作为《爱情

神话》的平行篇，电影《好东西》讲述了生活在上海

的单亲妈妈王铁梅带小孩搬到新家，结识了邻居

女孩小叶，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成为了好友，共同

面对旧创伤与新挑战。影片延续了《爱情神话》爱

情、喜剧的风格，既有混合弄堂“咪道”的都市生

活，更有彼此帮助扶持、互相鼓励的真挚情感。看

完电影，有观众评价说，这是一首写给每个大小孩

儿和小小孩儿的诗，“是上一秒笑倒，下一秒噙满

眼泪的好东西”。

跟着电影旅行
千人厅座无虚席。与上影两度合作的青年导

演、编剧邵艺辉说：“上海是一个充满包容性、当代

性、现代性的城市，让人更加自然、舒展。我爱上

海的方方面面，我在上海的经历也融入了这两部

电影。”她向观众介绍说，“和《爱情神话》一样，《好

东西》全部是实景拍摄，电影中能看到真实的街道

和老房子，特别适合打卡约会。”该片特地选取街

头梧桐树展开新叶的季节进行了所有外景部分的

拍摄，取景25处，涉及市内51个风格各异的地点，

充分展示了上海特色、上海魅力。

特别点映礼现场，市电影局、市文旅局共同启

动了“好爱上海——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

这是文商体旅展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一次全新

探索。配合活动，融《好东西》《爱情神话》取景片

段而成的“好爱上海”宣传片对外首发。据悉，电

影《好东西》上映期间，上海将推出丰富的City

Walk、点位打卡活动，有效延伸“电影+

旅游”新消费场景。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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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上海博物馆

东馆海上书画馆将向

公众开放。明天中午

  :  -  :  ，本报视频号“上海时刻”

将推出新民直播，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

部主任凌利中和本报记者乐梦融一

同带领大家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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