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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虽然毛猛达和沈荣海也
都年过花甲，但在88岁高龄的滑稽名
家李青眼里，他们还都是“青年人”。“这
两个青年人真不简单。独脚戏已经好
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都快被人遗忘
了，他们凭着一己之力，硬是恢复了独
脚戏，让观众买票进剧场看演出。”

毛猛达、沈荣海的独脚戏《石库
门的笑声》前晚在中国大戏院开启第
五轮演出。这台独脚戏至今已经演
了28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据悉
票房也将很快突破千万元。这当然
已经成为上海新年中的一道亮丽风
景。这件事在滑稽界也引起了不小
的震动。前晚，李青、方艳华、刘福
生、谭义存、李九松、郭明敏、周艺恺
等滑稽前辈名家闻讯都特地赶来观
看演出。而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
现场的效果，都让他们备感吃惊。

滑稽名家郭明敏对《石库门的笑
声》赞赏有加。他对青年报记者说，

有将近100年历史的独脚戏曾经拥
有规模庞大的观众群。最鼎盛时，上
海有100多对独脚戏演员，他和滑稽
名家方艳华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现
在还在说独脚戏的，除了毛猛达和沈
荣海，几乎没有其他人了。郭明敏从北
方相声的发展之路上获得了启发，他
说，北方相声近年之所以发展得不错，
就是因为出现了不少相声社团。相声
有德云社，毛猛达和沈荣海也完全可以
创办一个“达荣社”，他们有很多的徒弟
都可以加入。而有了独脚戏的社团，就
可以集中力量来发展艺术。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再进行几轮
演出后，《石库门的笑声》将推出新版，
主题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转变为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70周年”。目前新的剧本还在加
紧创作之中。主办方上海艺动天下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霈霖直言：

“我们要珍惜每一位普通的买票观众的
支持，让项目更健康良性地发展，让石
库门的笑声传得更广、更久。”

滑稽届老前辈：

独脚戏队伍应成立社团

古代艺术展成为跨年展览主流
上海图书馆每年都会举行很多

展览，分量最重的一般是跨年展。今
年的跨年展是上图和上海博物馆、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墨彩斑
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
展”。此展的很多作品已经十分罕
见，因此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

何为石鼓文？石鼓是十块花岗
岩质的石头，因形似鼓，故名。每石
用大篆体镌刻四言韵诗一首，每首约
十八九句。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一组石刻文字，其铭文原约600余
字，因年代久远，风化剥蚀，又屡经颠
沛流离，致使铭文剥落磨损，现存铭
文仅270字。

石鼓文在历史考古、文学史、文
字发展史、书法艺术史上都有重要地
位。作为最早的刻石，石鼓既是石刻
之祖，更是篆书之祖。因为石鼓的重
要地位，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的拓本，这些拓本反映了石鼓面貌的
变化。现存石鼓上的很多字迹已模
糊难辨，但是在古代拓本上还可以依
稀分辨。所以石鼓拓本的研究也是
十分重要。

“石鼓拓本新春大展”中最为珍
贵的是明代中期“黄帛本”3件。“黄帛
本”是国内明拓《石鼓文》最早者，已
知海内外传本只有5件，其中上海博
物馆2件、上海图书馆一件、故宫博
物院2件。本次大展展出3件，极为
难得。此外，明代后期善本“銮车鼓
石花未连本”2件，传世数量亦相当罕
见。清代初期“氐鲜五字本”4件为清
代金石学兴起之后，金石收藏家的最
爱，是版本研究的“标准件”，也是《石
鼓文》善本与普本的分界线。

此次展览汇集了国内传世《石鼓
文》珍本，是国内《石鼓文》拓本精品
的集中展示，共计25种展品。其中
多件是2018年最新发现的善本，因
此极具看点，展览在2月1日一开幕
即获得了广泛关注。进入春节长假
后，这个展览更是成为“爆款”，每天
观众络绎不绝，成为上海春节的一道
文化风景线。

当然，“爆款”的展览还有上海博
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
术大展”。这个展览是中国大陆举办
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展览。展品
以上博馆藏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
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
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选取了董其昌及

相关作品共计154件（组）。因为有
很多展品极其难得一见，展览自去年
12月开幕以来，每天排队入场的观
众就没有断过。春节期间更是万人
空巷。这不由地又让人想起了去年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盛况。

古代展成为“爆款”有其必然性
业内有一种观点，即看一座城市

的文化底蕴如何，可以以这座城市的
跨年展水准为依据。今年上海的跨
年展可谓“古风浩荡”，不仅透着浓浓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气息，而且还
受到热烈的追捧。这种文化盛世的
场景并不是一种偶然。

长期关注艺术展览的艺术评论
人金然对青年报记者说，古代展在上
海成为“爆款”首先是因为上海有着
丰富的文化资源。就拿董其昌大展
来说，董其昌是松江人，这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人
资源。而上海博物馆又是中国收藏
董其昌作品的重镇之一。不少观众
都注意到，此次大展除了有一部分作
品来自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借展之
外，大部分展品都是上博的馆藏。这
些馆藏是经过了几代上博人的努力
才慢慢积累下来的，成为上海文化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图书馆的“石鼓文善本新春
大展”也是如此。上海在石鼓文的研
究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此次展览
中最为珍贵的明代中期“黄帛本”3
件，一件来自上海图书馆，两件来自
上海博物馆，而存世只有5件。而且
这些收藏和研究还在不断地推进。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展览中不少
拓本是2018年新近发现的。

而且这种丰富的文化资源的积
累，也决不是少数几位专家便能完
成。这种文化资源的浸润，让上海出
现了一大批具有极高文化鉴赏水准
的市民。青年报记者在董其昌大展
上就看到很多普通市民对董其昌的
作品如数家珍，堪称“董迷”。后来一
问才知道他们都是上海一所中学的
退休老师，平时组成书法研习小组，
对不少书法名家都有研究。至于石
鼓文就更不用说了，上海有不少书法
爱好者就专注于石鼓文的创作，并且
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正是由于文化资源的丰富，再加
上民间研习之风极盛，才使得这些古
代艺术展在今年成为爆款，并成为上
海文化风景线的一个缩影。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
会议厅8日晚喜气洋洋，苏州交响乐
团的中国新年音乐会在这里举行，将
中国农历新年的喜悦和祝福传递给
联合国官员及各国使节，也让在海外
的华侨华人春节过得更有年味。

虽非专业音乐厅配置，但联大
“尽己所能”做足准备：中层和顶层多
组射灯齐放，标志性的演讲台被一面
红色大鼓取代，两侧显示屏播放着新
春风情片和乐手演奏近景……

《春节序曲》拉开音乐会序幕。
《茉莉花》《敦煌》以及小约翰·施特劳
斯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奏响大
厅。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大鼓的演奏
更是音乐会的亮点。

完成既定曲目后，在观众持久的
掌声中，乐团加奏了《北京喜讯传边
寨》《花好月圆》和《拉德斯基进行
曲》。伴随欢快的节奏，全场观众一
齐拍手，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指挥家陈燮阳当天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音乐会曲目选择经过深思熟
虑，做到囊括中外、兼顾经典与现
代。他表示，苏州交响乐团受邀到联
合国演奏意义重大，这里各国使团聚

集，能将中国春节文化传至全世界。
乐团演奏前，第73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埃斯皮诺萨、本月安理会轮值
主席国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纳托利奥·恩东·姆巴以及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先后发表致
辞。会场还播放了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的春节贺词。

音乐会结束后，许多中国观众对记
者说，这场演出让他们在海外过了一个
喜庆年，弥补了不能回国与家人团聚的
遗憾。他们对乐团的高水平演奏赞不绝
口，纷纷表示享受了一场听觉盛宴。

希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卡拉姆
夫雷佐斯曾在中国工作，当天的音乐
会让他回到“旧日好时光”。他说：

“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和文化发
源地。我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热爱
中国的语言文化。音乐会十分精彩，
我尤其喜欢其中的中国乐曲，感到仿
佛又回到了中国。”他的小女儿用中
文对记者说：“春节快乐！”

当天的音乐会属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欢乐春节”活动项目，也是这一
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首次走进联合国。

据新华社电

“欢乐春节”走进联合国

上海跨年展透着浓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息

古代艺术展何以成为“爆款”？
■文化动态

春 节 期
间，看艺术展
览在上海蔚然
成风。青年报
记者注意到，
今年春节，上
海的古代艺术
展大热，这与
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的必然性
息息相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不少滑稽前辈名家都特地赶来观看《石库门的笑声》。 受访者供图

“黄帛本”的命名来自于该善本拓印之时，第二鼓上的“黄帛”二
字未受石花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