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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都在说丝绸之路，但这
条“路”上的文化风情，你又了解多
少？听一段乐曲，你能回忆起一段历
史吗？在“思南赏艺会”上，市民就可
以做到。听一曲《阳关三叠》，，再听
专家讲述“楼兰王国”的故事，听《吐
鲁番的葡萄熟了》，“高昌王国”的故
事也来了……这是近日举行的2019
思南赏艺会系列活动的最后一期《国
乐·丝路遗韵》。作为“演艺大世界”
的重要内容之一，赏艺会将音乐、文
化、历史融合在一起，将传统艺术、民
族文化带到了市民心里。

本期活动由上海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丁和与上海民族乐团唢呐演奏
家胡晨韵两位导赏嘉宾共同呈现。
一个用照片记录了丝绸之路的瑰丽
景色，一个用音乐展现出千年古道的
唯美韵律。视觉与听觉的相互交融，
令在场观众沉醉其中，仿佛穿越了时
间与空间的挟制，徜徉于大漠孤烟的
丝路畅想中。

自2018年起，在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加快建设“演艺大世界”的目标
引领下，“思南赏艺会”已经成功举
办了两届共十六期公益文化活动。
本届“思南赏艺会”由中共上海市黄
浦区委宣传部、上海大剧院艺术中
心、思南公馆联合主办，上海民族乐
团承办。名家导赏+传统艺术演绎+
观众互动的特色模式依然延续，通过
不同的主题内容将传统艺术、民族文
化以更通俗易懂、更具当代生活美学
的方式深入人心。

记者了解到，从6月14日—8月
2日，每个周五晚上就是与市民们的
一次文化之约。共赴这场约会的，除
了抢到预约名额的现场百名观众，还
有更多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节目的市
民朋友。

组委会透露，“思南赏艺会”举办
到第二届，对如何寻求多方合作、融
合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样本的
探索仍在继续，明年该系列活动将有
新的创意和思路，积极探索中华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道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艺道大咖”

系列访谈活动作为“静安区文化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由上海新晋界创始
人米雪担纲出品人与主持人，由评论
家、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出
任学术指导。这个“艺道大咖”系列
访谈定位于邀请文化界的名人，共同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道。

新晋界创始人米雪毕业于欧洲
在传播与艺术界享有盛誉的伦敦大
学金史密斯学院，后来在上海创办了
新晋界艺术空间，积极推广当代艺术
家和公共艺术项目。2016年，她带
领新晋界艺术空间赢得“全球最具投
资价值女性创新公司TOP10”称号。

谈到创办“艺道大咖”系列访谈
的初衷，米雪表示，新晋界艺术空间
选择开设在静安文化馆这栋具有98
年历史的老建筑里，就是为了更好
地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
解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米雪的父亲
徐晋平是山西省美协副主席、著名
画家，他在米雪很小的时候就给她
灌输一些观点，比如中国老祖宗的
文化十分优秀。米雪在拥有中国
76%地上文物的山西长大，从小耳濡
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感
情。米雪说，她就是想通过“艺道大
咖”将文化的美好传递给人们。据
了解，“艺道大咖”第一季有4期，将
一直持续到年底。

首先要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
第一期“艺道大咖”的主题是“中

国艺术如何登陆世界舞台”，米雪邀
请了评论家毛时安，山水画家萧海春
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歌唱家廖
昌永，来接受她的访谈。这三位名人
都具有丰富的国际文化交流的经
验。尤其是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具
有独到的见解。

廖昌永经常在国际上比赛或者
演出。他昨天说，过去出国比赛或者
演出，他唱得最多的还是外国歌曲，
但他其实一直很想唱中国歌曲。后
来他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在国际演出

中，中国作品一定不能少于三分之
一。而事实上证明，外国观众对于廖
昌永唱的中国歌曲十分感兴趣。
1990年代末，廖昌永在挪威举行了
10场音乐会，有一半是中国歌曲，到
最后很多观众都为廖昌永疯狂。有
的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还一直跟着廖
昌永，“我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他说
你实在唱得太好了，不但是你西方作
品唱得好，而且你们中国作品太好听
了。我们到国际上去唱歌，一定要去
弘扬传承，那时候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们的中国诗词、中国歌曲，我特别高
兴。”

近年廖昌永一直致力于中华文
化的对外传播。他和同事们承办了
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大赛，短短一
个月时间，有将近1000人报名，半决
赛和决赛有170多万人收看。今年
廖昌永又举办了中国古典诗词与书
画——廖昌永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
乐会，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德国等
地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明
年还准备至少演出十三场。

从易传播的视觉听觉艺术入手
毛时安认为，既然中西方文化

存在差异，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讲
究方式和方法。“中国文化在传统
上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比较难的
就是语言形式的传播。比较容易直
接传播的就是视觉听觉的艺术，比
如说歌唱、表演、杂技，这个看看也
就明白。”

毛时安同时认为：“我们传播过
程中要注意对方的接受，但是又不
能拍马屁，我们现在有一批是中国
人改编的外国作品，这个题材是国
外的，但却是中国人改编演绎的，比
如我们改编的《王子复仇记》《巴黎
圣母院》，就到城堡演出，非常轰动，
完全中国化了。”毛时安说，这种本
土化改造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中国
改编的《简爱》，把过去小说中的十
分次要的角色，一个疯女人当成了
自己的主角，这在英国演出时引起
了很大的轰动，给英国人提供了全
新的视角。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在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作
品中，历史剧《亨利五世》有着特别的
地位。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共同呈现的“经典
戏剧·上话重绎”系列剧目、莎士比亚
经典历史剧《亨利五世》（中文版），近
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再
度上演，并将持续到11日。这是继
2016年《亨利五世》新译本全球首演
后再度被搬上话剧舞台，极具文学和
艺术价值。

和上话合作的英国皇家莎士比
亚剧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职业剧
团，也是演绎莎剧最为权威的剧团之
一。2016年初皇莎大规模访华，在中
国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亨利四世》上
下集及《亨利五世》巡演，轰动一时，中
文版《亨利五世》是上话和皇莎在洽
谈、筹备两年后的首次深度合作。

众所周知，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有
个“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2015年
启动，旨在从适合戏剧化呈现、便于
演员演绎、普及观众欣赏的角度，探
索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新方向。该计

划的首个翻译剧本即是《亨利五世》，
皇莎特邀中国译者参与排练，与皇莎
导演、声音台词指导和演员共同探索
如何解读莎翁置于文本中的线索，帮
助分析其中含义、人物和节奏。

此版《亨利五世》新译本由编剧
苏国云担当剧本翻译、编剧喻荣军担
当剧本修订、由张冲担当文学初稿工
作。三人的合作，也让这部作品呈现
出更完美的文学价值。

该剧主创透露，这出全新的中文
版《亨利五世》不仅体现在剧本“新”，
也体现在了舞美“新”，出自皇莎舞美
设计兼服装设计师詹姆士·唐纳利
（James Donnelly）之手的舞美设计
和演员服装造型现代而简约，别具一
格。除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兰
海蒙领衔主演的“亨利五世”之外，另
外15位男女演员在剧中一人分饰多
角，女演员甚至有饰演男性角色，剧
中部分角色采用中国地方方言，但丝
毫不影响观众的理解。“可以说，整部
剧，演员的台词上保留莎翁作品的原
汁原味，但舞台效果让人耳目一新，
让莎翁这出鲜少在中国被排演的历
史剧焕发了全新的活力。”

三位艺道大咖谈中国艺术如何走向世界

走出去，让他们读懂中国心
“艺道大咖：米雪对话海上文化名人”系列访谈的第一期“米雪

与你倾听中国艺术的声音”日前在静安文化馆“静剧场”登场。这个
系列访谈由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上海新晋界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与上海静安文化馆主办。在第一场访谈中，上海团市委副
书记丁波、中共静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陈宏、上海市美协副秘书长丁设出席。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老洋房里的海派民乐
带你神神游丝绸之路

莎翁经典中文版出奇招

一人分饰多角 说起中国方言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北
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南五家卫视
共同制作的大型电视理论节目《思想
的田野》，8月5日起在五家卫视陆续
播出。

《思想的田野》以“理论宣讲大篷
车”为载体和标志，以“寻访+解读”的
手法，发现故事、阐释思想、宣讲理论，
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多角度展现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
代价值、理论魅力和真现力量。

其中，北京篇围绕北京“四个中
心”的定位，在北京中轴线、中关村、

雁栖湖等不同地点，展现新时代新变
化；在上海篇中，嘉宾和市民、游客畅
游黄浦江、畅谈新思想，共同讲述上
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浙
江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主题，通过呈现践行“两山”理念而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探寻绿色发展
的秘诀；江苏篇围绕“高质量发展”，
用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故事，反映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和动力；湖南篇以“精
准扶贫”为主题，以十八洞村为主场，
讲述奋斗故事，呈现扶贫成效，展望
美好未来。

大型电视理论节目
《思想的田野》将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