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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十年如一日做乡间戏

台上的守望者，有的人将广阔的

油田变作天然的剧场，有的票友

因戏结缘，携手扶持，有的人，虽

未曾登上舞台，却始终心怀信念，

坚定前行……自《声声入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

友大会》开播以来，节目的人气

持续飙升。截至12月25日，节

目全网曝光量累计突破5.42

亿，视频播放量破1.13亿，六期

节目直播观看量达1358万，展

现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强大

生命力。

这场《票友大会》汇聚了来

自天南地北的48位票友，他们

的经历各异，却都在自己的人

生舞台上，书写着与京剧结缘

的故事。

有人听 就值得
李全忠，一位来自山东潍坊

的票友，他带领着戏曲社团穿梭

于各大庙会和乡村集市。大多

数时候，观众席里坐着的是挑着

菜篮的大爷、背着孩子的大娘，

但每一次掌声响起，李全忠的内

心都无比满足：“唱戏嘛，只要有

人听，就值！”李全忠擅长袭派花

脸，《姚期》是他常演的剧目，一

段“皇恩浩，调老臣龙廷独往，龙

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转过了

万花亭太和殿上……”常常赢得

台下阵阵热烈掌声。

石油工人李霞的舞台则显

得更为独特——那是一片油田。

在轰鸣的机械声中，她身穿红色

工服，高歌《智取威虎山》中的经

典唱腔，嘹亮的嗓音在铁皮工房

与钻井机械之间回荡。对她而

言，身边的磕头机，就是她最忠实

的观众。

来自大连的社区普法宣传

员王涛，也是京剧的资深爱好

者。在日常生活中，他将京剧融

入社区的每个角落。“邻居赵大

爷，八十差一年……”王涛为社

区老人量身定制了反诈快板，让

社区居民也成了他的忠实戏迷。

爱京剧 不奇怪
“在《票友大会》中，年轻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上海京

剧院麒派老生名家陈少云看着这场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

感慨道。

录制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潘宇轩总被问起，为何会对

京剧感兴趣。他希望人们不再对一位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感

到惊讶，正如大家不再对校园里湖边弹吉他的小哥哥、学生

中心练舞的小姐姐感到奇怪一样，京剧也可以是年轻人自

然而然的爱好。

通过这次大会，天南海北的票友在这里相识，自此远至

天涯有知音。秦雨卉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京剧社的成员，在

《票友大会》的舞台上，她讲述了京剧社没乐队、没戏服的艰

难困境，希望能得到帮助。节目主持人就积极牵线搭桥，找

到距她所在地苏州并不远的扬州票友黄玉明。不久，秦雨

卉与黄玉明约定合作，成为《票友大会》的一段佳话。

虽落选 更努力
常州京剧研究会的负责人高文龙对《票友大会》心向往

之。“带着35个节目报名，一个都没选上”，面对落选的结

果，他心态挺好：“我们队伍里年轻人太少了。”之后高文龙

依旧带着团队赴京观摩大会，站在台下，看着年轻票友们一

招一式，高文龙的心中生出新的念头：传承需要从娃娃抓

起！回到常州后，他立即行动，走进校园，开启了京剧传承

的希望之路。

京剧与票友的互动让传统艺术的美走进了更多人的视

野，让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看到了戏曲事业的无限

生机。戏曲评论家崔伟强也深刻感受到，每个选手与京剧

结缘的经历与岁月，点亮了京剧之美、人生之美。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昨天，“一位上海建筑师连接的世

界：纪录片《邬达克》文献展暨上海近代

建筑师研究同济学术谱系展”在同济大

学开展。

“一位上海建筑师”既是指踏遍三大

洲采访98位嘉宾完成的五集纪录片《邬达

克》的主角，欧洲旅沪建筑师邬达克，也指

片中提及的所有在上海的近代中外建筑

师，是他们，跨越鸿沟，创造经典。

展览用原创的设计形式全面梳理了10

位中国建筑师和7位外国建筑师跨越中西

文明的人生经历。这是对上海近代城市和

建筑领域的一次回望与致敬，也是建筑和

影像两种同样能跨越时间、超越国度的文

化载体，一次独特而温暖的邂逅与对话。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海派艺术

馆在甲辰岁末推出了年度最后一场重

磅展览——“趋古步今”刘一闻作品

展。该展览集中呈现了176件刘一闻

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是对刘一闻艺

术风貌的一次全面展示，也是对海派艺

术“亦古亦今、亦旧亦新、融古汇今”的

一次生动诠释。

走进“趋古步今”展厅，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四幅书画作品“典正”“望岳”“无

碍”“至极”。这四幅作品不仅是刘一闻

艺术理念的集中体现，也为整个展览定

下了基调。

刘一闻的创作，无论是书法的笔力

遒劲、绘画的意境深远，还是篆刻的刀

法精妙，都展现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尊重、继承与不负时代之期的精

神。1949年生于上海的刘一闻，幼承庭

训，外祖父系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

师承苏白、方去疾、方介堪、谢稚柳等艺坛

巨匠，为其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海博物馆30年的工作中，刘

一闻深入研究古代典籍和名碑名帖，

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此次展览

他将毕生最珍视的57件印章作品

“中华民族印谱”捐赠给自己的老

单位——上海博物馆。他谦称，捐

赠重要作品，是感恩上博对自己的恩

泽和接纳，让自己有机会从一名读书不

多的青年人一路勉力向学，在金石书画

领域有所建树。

展览持续到2025年1月15日，免

费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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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琴”横在水上
访“天沐琴台”设计者、上海籍建筑师傅国华

今年12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的这片土地上，历经十余年，投

资近50亿元的“天沐琴台”（Musicon

theTMRiver）这个大湾区的标志性建

筑（见下图）终于落成了。会议中心、展

示中心、科创中心、办公酒店……以中

国古琴的形态相互关联，一半是真实

的一砖一瓦，一半是水面上随风而动

的倒影。

“天沐琴台”的建筑创意、建筑

设计方案作者是加拿大KFS国际建

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傅国华。上海

是傅国华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成长

之所，2021年上海市政府将“白玉兰

纪念奖”颁发给了他。傅国华昨天

在上海接受采访时坦言，创作城市

的标志性建筑，历来就是建筑师的

梦想和难题。标志性建筑最大的特

点是能够体现城市的文化和精神，

同时又具备独特的令人难忘的个

性，但“一定众口难调”。

它只属于横琴
横琴毗邻澳门，土地面积是澳

门的三倍，2021年9月起由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共同管辖。这里

有大横琴岛和小横琴岛，大小两岛

像横在南海碧波上面的两具古琴，

日日夜夜和着山风与海涛演奏着风

之曲和海之歌。2010年，傅国华受

委托在珠海横琴的天沐河上面设计

一项横琴的标志性建筑。

许多设计方案放在了桌面上，但

是好像每个方案都似曾相识，缺乏独

特性和唯一性。什么样的建筑才是

横琴的标志性建筑？苦恼中的傅国

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从休息中

醒来，瞬间思及，横琴，就是一把横过

来的琴。可以在天沐河的水面上，一

半真一半假，一半是真实的建筑，一

半是倒影，合成一把“横琴”。“这是一

个独一无二属于横琴的标志性建筑，

它只属于横琴。”傅国华说。

功能转换的城市科技馆
设计初始由一个多功能综合体

和游艇中心这两个部分组成，游艇中

心是“琴弦”。2017年后，整个工程进

入了整体施工阶段。因为整个建筑

是在天沐河中心建设，地基处理颇为

复杂，整个工程进行得非常艰难。

2021年年初，相关部门决定将

天沐琴台的功能由城市的创新核转

换成大湾区城市科技馆。在保持建

筑外形不变的情况下，傅国华带领

KFS国际建筑事务所进行了城市科

技馆的设计。

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成立，横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广东省共同管理，工地的施工又恢

复了。此时，离前期方案已经过去了

整整10年。但任何一项标志性建筑

的工程总是历经千难万险，从悉尼歌

剧院到巴黎卢浮宫改造，何尝不是如

此？傅国华笑言。

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天沐琴台”终于完工了。历经10多

年它的设计功能一直在变，从最初

的城市展示多功能中心，到代表着

城市的先进生产力的科技中心、科

技馆综合体，与时俱进，天沐河上的

琴声悠扬。

傅国华回忆与澳门大学校长宋

永华相谈时，宋永华曾笑言：“‘天沐

琴台’就是横过来的一把琴，原来建

筑设计就是这么简单。”但最好的设

计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是吗？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海派艺术馆推出“趋古步今”刘一闻作品展

纪录片《邬达克》文献展在上海同济大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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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