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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广告 投资需谨慎

近日，备受瞩目的晨星（中国）2023年
度基金奖隆重揭晓，5只基金成功揽奖。
其中，工银瑞信基金独占两席，工银瑞信
纯债债券荣获“2023年度纯债型基金奖”，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荣获“2023年度股
票型基金奖”。值得关注的是，工银瑞信

旗下工银双利债券基金亦在本届评选中
获得了“2023年度积极债券型基金提名
奖”，工银瑞信成为本年度晨星奖的最大
赢家，充分彰显公司股债均衡、全面优胜
的主动投资实力。

工银瑞信揽获晨星两项大奖彰显平台实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今年市民文化节期间，一场
由上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指导，徐汇区
文旅局、林长制办公室、漕河泾街道共同
主办的游园会活动在漕溪公园举办，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参与。

漕溪公园是一座近百年历史的城市
公园，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

蕴。游园会以“满园春·繁花”为主题，园
内不仅有各式牡丹可以欣赏，还有许多精
彩的活动及文艺表演。

以漕溪公园作为文化节的场地，以牡
丹作为文化节的主题，再加上非遗文创产
品的加入，让整个游园会精彩纷呈热闹非
凡。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有机融合，让
市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更深入
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百年漕溪公园“再现”牡丹游园会

在花海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牡丹游园会。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在上海众多戏剧节中，已走
过三年的上生·新所咖啡戏剧节已成为
上海重要的咖啡文化标杆。青年报记者
了解到，4月28日到5月4日，第三届咖
啡戏剧节暨法国咖啡戏剧节将如约而
至。作为2023中法文化之春项目的重要
组成，今年的戏剧节将迎来《备忘录》《迷
幻变奏曲》和《加薪秘诀》三部法国戏剧
大师的作品。

“咖啡戏剧”已经成为戏剧的一个门
类，一般是两三个演员在咖啡馆实景演
出，故事大多就发生在咖啡馆里，内容充
满了开放性，演员还和观众经常展开互
动，给人以沉静式观演的体验。咖啡戏剧
源于巴黎，巧的是此次咖啡戏剧节的三部
作品都来自法国，而且作为上演之地的上
生·新所海军俱乐部和咖啡空间本身就具
有浓郁的咖啡馆文化，所以观众这次应该
可以体验到纯正的咖啡戏剧文化。

带来演出的是上海现代人剧社的一
批中青年优秀演员。现代人剧社负责人
张余告诉青年报记者，他们现在拥有6部
法国戏剧作品的版权，此次上演的三部都
是咖啡戏剧的代表。创作《迷幻变奏曲》
的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是活跃于

法国文坛的剧作家、小说家。这部作品的
精妙之处是两个演员在狭小的空间里上
演一场迂回曲折的残酷游戏。该剧由青
年导演沈旭飞执导，话剧演员苏俊杰、宋
冠廷主演。《备忘录》由第87届奥斯卡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法国电影编剧让-克劳
德·卡里耶尔创作，他的舞台剧本仅有两
部，《备忘录》是其中之一。《备忘录》设下
了许多谜，人物的心理转折动机只能猜
测，观众看到结局也许才会恍然大悟。该
剧由青年导演顾鑫执导，话剧演员赛开
源、宁川儿主演。

拥有7个演员的《加薪秘诀》是此次
咖啡戏剧节里罕见的“大戏”。在法国著
名编剧乔治·佩雷克作品中，游戏无处不
在。他创作的《加薪秘诀》充满法国先锋
戏剧特色的情节和形式，6个人物名字被
命题、可能性、肯定（正面）假设、否定（负
面）假设、选择、结论代替，观众们看戏犹
如参与剧本杀游戏。该剧2010年曾由法
国导演德尼·盖侬为现代人剧社执导，此
次复演由青年导演庄园执导。

据了解，第三届上生·新所咖啡戏剧
节暨法国咖啡戏剧节，由长宁区文旅局指
导，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支持，上生·新所
与长宁区文化与旅游管理事务中心主办，
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制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已经
将近600年了，但是他的创举至今依然发
挥着重要影响。“郑和与海丝”国际论坛最
近举行，与会专家表示，郑和下西洋的精
神将继续感召今人探索古代世界的海上
交流及全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加强
沿线国家各领域的合作，开展更深层次的
国际文化交流。

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从南京率领
大明帝国的船队七下西洋，泛海九万里先
后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航海规模
之大，船只及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
界帆船航海史上的壮举。据了解，郑和下
西洋前三次的活动主要在中国南海和印度
洋东海域，第四次开始远航到印度洋西海
域，以及阿拉伯海、红海。如果从1433年
算起，郑和结束下西洋至今正好590年。

“黑石号”唐代沉船顾问、东南亚陶瓷
学会副会长林亦秋表示，“黑石号”的发现

和打捞证明，其实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在郑
和之前的唐代已经初具规模，这也证明中
国古代具有先进的造船技术、海图和大量
的古代贸易。但是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
古代航海标志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更为自
觉的、有意识的航线的开拓，目的就是加
强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著名作家张露最近担任了国际郑和
学会的会长。她透露，东南亚各国人民至
今仍感念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2003
年陈达生博士创办了新加坡国际郑和学
会，并创建了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这是海
外最大的郑和博物馆，以纪念郑和航海壮
举与和平精神，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
马六甲绚丽的名片。国际郑和学会将引
进一批来自文教、金融和企业各界等有志
于传承和发扬郑和精神和海丝文化的行
业杰出中青年人才，共同研究郑和下西
洋、海上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的历史与文
化、遗产与艺术，共同致力于推动郑和文
化和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没想到沪剧还能这么演！”
这几天在中国大戏院上演的实验沪剧《加
入我是状元郎》火了。这部戏让很多老戏
迷和新戏迷大为惊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这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2019级
戏曲导演专业毕业生们与宝山沪剧艺术
传承中心专业演员的一部合创之作。00
后青年人把无厘头、漫才和热舞加入剧
中，有专业沪剧演员完美呈现，开创了一
种全新的戏曲创作机制。

上戏戏曲学院2019级戏曲导演专业
班主任吴汶聪和宝山沪剧团团长华雯是
这个剧目的主要推动者。在昨天的《假
如我是状元郎》的研讨会上，华雯表示她
原来55岁就可以退休了，但领导让她再
留任5年，而这5年她主要的精力就放在
推动沪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上。这时吴
汶聪老师正好找到她，谈起戏导班的同
学要排一出沪剧毕业大戏，想和专业院

团合作，她当即就同意了。“过去都是孩
子们学我们专业演员的戏，但是我想孩
子们也需要积累，他们有一个自己原创
的戏很不容易，我们专业院团应该支
持。”华雯说，“对于我们专业院团来说，
这次是帮了戏曲学院学生一个忙，其实
也是给了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青
年演员们有了自己第一部原创试验性的
剧目，还让地方戏曲舞台有了实验性的
剧目。未来的戏曲是属于青年人的，我
们不希望整个行业变成自娱自乐，希望
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进来。”

上 海 戏 剧 家 协 会 顾 问 沈 伟 民 表
示，过去戏导班学生的毕业大戏都是
在学院大门内完成。这次大门打得很
开，走进了专业院团，由学生与专业院
团专业演员们共同完成。这是一种双
赢，这种双赢对学院培养人才，对戏曲院
团如何寻找突破自己都是非常难得的
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后也是
非常难得的。

喝一杯咖啡 看一出大戏
法国大师之作集中亮相咖啡戏剧节

探索全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郑和与海丝”国际论坛举行

戏导学生与专业院团碰撞
实验沪剧《加入我是状元郎》为何能火？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