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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丹

本报讯 十八世纪江南人究竟
是如何生活的？新一期的学习读书
会邀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所教授王振忠以《太平欢乐图》为引，
与读者们分享了十八世纪、乾隆盛世
时期江南民众的多彩生活。

据了解，《太平欢乐图》是一部流
传了200多年，记录着江南特别是杭
嘉湖地区民俗、饮食、百工技艺的宝
贵生活长卷。在王振忠教授看来，从
《太平欢乐图》中可以很大程度窥见
18世纪民间的日常生活图景，是研究
乾隆盛世时期江南民众日常生活的

重要史料。
《太平欢乐图》以一年四季的自

然变化为脉络展开。比如江南地区
的人们又是如何度过夏天的？根据
《太平欢乐图》所绘，当天气渐渐热
了，床上该换草席了，这些草席通常
是由绍兴人所织。闷热的天气让人
实在受不了，所以各种夏令用品纷纷
登场。

王振忠认为，《太平欢乐图》之所
以让人那么印象深刻，就是因为这书
图文并茂，惟妙惟肖。也就是说，200
多年前，中国的读图时代已经来临。
王振忠教授认为，“读图时代”的到
来，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
修重启之后，曾表示将打造成城市
会客厅，成为“全国首家开放式剧
场”。如今，它正在这么做。昨晚，
2019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幕演出季
特别展览——RELIC 感官剧场在上
话七楼展馆开幕，展览通过数字化
视觉艺术与互动声音装置在剧场里
的交融，完成了剧场与当代艺术的
一次大胆而有趣的尝试。上话负责
人张惠庆告诉记者，本次展览免费
向公众开放，为期三个月（持续至10
月27日），“美丽的安福路上从今天
开始又多了一个‘网红打卡点’，欢
迎更多人前来‘打卡’。”

展览是由上话携手新锐跨媒体

艺术厂牌“LoopWave/环状潮”共同呈
现的。后者由视觉艺术家周范、声
音艺术家宝尔金、新媒体艺术家刘
威、策展人杨戈共同发起，是一个开
放的艺术平台。本次展览将呈现多
位艺术家在视觉、声音、新媒体、观
念等艺术方式上的最新跨界创作成
果，是由装置、新媒体交互装置、声
音艺术、文本、录音、纪录片等元素
构成有机的呈现方式。

为何要做展览？张惠庆表示，“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是全国首家开放式剧
场，我们欢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都
能走进剧场，希望上话成为人们精神
空间的容器，让人在精神世界里得到
不同的艺术体验。我们通过不断提升
剧场服务，引入不同门类的艺术，使得

‘人’和‘艺术’发生更多关系。”

事实上，大修重启之后，上话至
今已经运营了两个多月，话剧大厦
内的三个剧场演出不停，大厦内新
增的 40%的公共空间亦是客流涌
动。观众除了可以看话剧，还可以
在六楼小剧场外的观众等候区，参
观了解到上海话剧的历史。观众同
时可以近距离看到上话经典剧目老
照片、经典角色的服装、舞台设计模
型等。原有的二楼和三楼沿街层
面，全部打通开放给观众，专设“戏
剧空间站”“小小戏剧家”等空间。

此外，前不久上海大光明电影
院和国泰电影院打造“24 小时影
院”，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据悉，
上海也有计划打造周末“夜间剧场”
的概念，开设午夜场，丰富都市年轻
人的夜间文化生活。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打造周末“夜间剧场”

美丽的安福路又添“网红打卡点”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继上海黄浦区和宝山区
的一批博物馆试点夏季夜场开放之
后，北京的一些重要博物馆也加入到
了暑期博物馆奇妙夜的行列。国家
博物馆从7月28日起，在暑期每周日
延长至21点闭馆。而中华世纪坛从
7月26日开始，每周五、周六延长开
放时间至21点。但是现在观众最关
心的问题是，当夏季过去，还会有博
物馆奇妙夜吗？

在暑期开设夜场，确实已经成为
京沪两地博物馆的一种潮流。北京
除了国博和中华世纪坛之外，北京自
然博物馆也将于8月11日至15日
举办“博物馆之夜”，中国园林博物馆
在7月31日至8月4日举行“仲夏夜
之梦”，北京郭守敬纪念馆7月至8月
将推出多场“暑期消夏”系列活动。

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青年报记
者注意到，这一轮博物馆开设夜场的
热潮大多都强调只在暑期举行。有
的试点暑期常态化夜场，比如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7月到9月每周五举办夜
场，有的则是在暑期选几个日子举行
夜场，比如上海博物馆整个夏季也就
只有7月举行四个夜场，而且每个夜
场参观的范围是有规定的。而随着
上周五夜场的举行，上博今年夏天的
夜场全部结束。

应该说，博物馆开设夜场是很受
欢迎的。上博开夜场施行预约制，
2000张门票放到网上十几分钟就一
抢而空。夜场的观众不少是下了班
的白领带着孩子来博物馆进行亲子
游，很多家长向青年报记者反映，通
过逛夜场，他们的亲子关系得到了提
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夏季过
去，还会有博物馆之夜吗？从目前公
布的计划来看，夏季之后，中国的博
物馆将基本没有夜场，目前只有首都
博物馆等极少数博物馆施行每周六
常态化夜茶馆模式。这让很多观众
感到不满足。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现

在的很多公共文化场馆都施行了常
态化夜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公立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每年开放时间到
20点30分。而夜场常态化，也成为
很多世界知名博物馆通行的办法。
比如，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每周三、周
五晚上会延迟到21点45分，英国大
英博物馆每逢周五开放时间延长至
晚间20点30分。

博物馆专业人士告诉青年报记
者，博物馆夜场常态化是一个趋势，
现在的夏季夜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
试。博物馆需要积累经验，在运营机
制上进行调整，为今后的夜场常态化
作准备。

新世纪的芭蕾编舞
更要贴近当代观众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对每个做演
出季的文化机构来说，开幕演出选哪
一部，可谓煞费苦心。东方艺术中心
19/20 演出季将在今年 9 月拉开序
幕，它选择的是具备国际顶尖影响力
的艾夫曼芭蕾舞团，上演《安娜卡列
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艾夫曼
的“心理芭蕾”举世闻名，他表示：“我
的作品挑选的都是戏剧或是现实生
活中有故事，有争议，有矛盾的人物，
如柴可夫斯基、唐璜、堂吉诃德等，这
些故事容易引起共鸣，让观众从剧中
人物的渴望、矛盾、痛苦、挣扎、无奈、
绝望以至死亡中，找到情感宣泄的出
口。”

早从上世纪70年代起，艾夫曼
就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编舞方向，探
索新的流派，而古典文学人物身上激
烈的矛盾冲突与复杂心理深深吸引
着他，艾夫曼从这些生动而激烈的形
象上汲取灵感，不断创造出《第十二
夜》《红色吉赛尔》《唐璜与莫里哀》
《罗丹》等更具艺术造诣的作品。

此次即将再度归来东艺上演的
《安娜·卡列尼娜》在艾夫曼心中一直
占着重要地位，“在那么多心理学研
究中，我还是找不到像托尔斯泰小说
这般的深度和强度，《安娜·卡列尼
娜》中女主角性格的悲剧性，那种在
理智与情感、责任与激情、良知与欲
望间的挣扎，以及灵魂中黑暗与毁灭
性的一面，是让我深感兴趣的地方。”

为什么艾夫曼的作品能得到全
世界的高度认可？他自己认为，“新
世纪的编舞就是要推陈出新，贴近当
代观众，关注时下问题，公开对现代
社会的复杂性和戏剧性进行探讨。”

这样的顶级艺术团体，在上海很
有观众基础。东艺方面介绍，两年前
艾夫曼舞团来演出时，门票也是早早
售罄，一票难求。“除去俄罗斯圣彼得
堡艾夫曼舞团，东艺还将邀请捷克国
家芭蕾舞团、丹麦皇家芭蕾舞团、香
港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等国际上
知名的舞团先后助力，打造全方位的
芭蕾星光盛宴。”东艺负责人表示，

“未来，随着上海亚洲演艺之都的建
设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剧院和文化机
构将落地生根，东艺将联合世界上的
艺术团体与机构，以一个更开放的心
态去经营、去创造人们理想中的艺术
化生活方式。”

博物馆夜场博物馆夜场
为何只有夏季才有为何只有夏季才有？？

正值连日高温，上博夜场受到市民欢迎。 新华社 图

学习读书会分享江南消夏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