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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海文化漫步》

前言

2002年，第一本《上海文化漫步》诞生。在那本书的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多年来，文化评论的
‘缺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躲进了象牙塔，缺少对社会生活的敏感，缺乏对文艺创作的审视
，从而使评论缺少了现实意义精神，导致聚焦不准；二是成为商业包装的手段，以金钱为标准的广告
式评论丧失了文化评论的客观性，有的甚至迷失了方向，成为一种伪评论。”    转瞬之间，十年过去
，第十本《上海文化漫步》出世。我们欣喜地看到，评论的“出席”现象多起来了，评论的氛围开始
浓起来了，评论的良知开始凸显出来了，评论对于创作的推进作用和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开始增强了⋯
⋯这十年来上海文化评论的变化、发展，有着政府部门的着力推进，有着社会各方的共识协力，有着
评论工作者们的执著坚持和长期奋斗。    这十年来，上海市文联秉承文化自觉，团结凝聚一批沪上文
艺评论工作者，每年伴随广大读者做一次上海文化的“盘点”、艺术心灵的“漫步”，为上海文化评
论氛围的营造、风气的引导、质量的提高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那些或作惊人之语、或作华彩装饰
的“畅销书”相比，《上海文化漫步》没有追求轰动效应；与那些或高深莫测、或寻章摘句的“学术
书”相比，《上海文化漫步》也没有追求曲高和寡。它只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视角、温和中肯的思索、
日常闲话的姿态，细致而又沉着地将上海的文化艺术现象、人物、作品向读者娓娓道来，梳理着上海
文化的脉络，记录着上海文化的印迹，留下上海文化的回忆⋯⋯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说，回忆“不
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所以人们能够指出
所谓最初的回忆，指出与任何知觉必然交织在一起的保留”。十年以来，读者也许正可在这回忆的“
漫步”中体验文艺评论家们的体验，感受上海文化给予我们、也是留给将来的一份最初的、真实的滋
味，可对上海十年的文化历程勾勒一条珍贵而清晰的轨迹，更可在这文化的“漫步”中体验上海文化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海文艺界的“坚守”与“承担”。为此，让我们向这十年来为《海文化漫步
》撰稿的二十多位评论家表示感谢、表达敬意。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确立，随着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国际文化大都市蓝图的明确制定，上海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
大动力，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评论都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支持。我们看到，评论平台的搭建、评论
队伍的建设、评论资金的投入、评论氛围的营造，都使上海的评论生态日趋改善。上海的文艺评论正
用真诚的心灵、主动的姿态和积极的作为促进创作、引导公众。    若我们以十年为界，可以发现
，2011年的《上海文化漫步》不但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第十次上海党代会提出，2020年
，上海将要建成文化要素集聚、文化生态良好、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
英才荟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生活多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在今后的十年，上海必将迎来文化的大
发展大繁荣，必会需要像《上海文化漫步》这样始终亲历、陪伴和拥抱上海文化的前行，融记录性、
思辨性、可读性为一体的评论文集。创作和评论，终将真正形成双轮并进、比翼齐飞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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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海文化漫步》

内容概要

《2011上海文化漫步》是关于2011年上海文化艺术各领域的评论性文章，包括事件的回顾、现象的观
察和对各领域的思考。《2011上海文化漫步》主要内容包括：文内文外俱思量；传承创造两当行；辗
转艺术与市场；酬唱中西音韵扬；喜忧相伴路漫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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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海文化漫步》

书籍目录

序
杨杨　文学
端木复　戏曲
朱光　话剧
王勇　音乐
唐明生　电影
姚扣根　电视
林明杰　美术
王琪森　书法
张麟　舞蹈
林路　摄影
郑土有　民间文艺
葛明铭　曲艺
蓝凡　杂技
胡洪庆　翻译
方军　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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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海文化漫步》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那么，如何克服困扰、突破瓶颈？如何在西方流行文化和当代娱乐方式的冲击下保持并发
展自己？如何在充分尊重戏曲传统和观众审美睛趣的前提下，更好地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
？如何真正解决好继承和发展、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要求戏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
将经验和教训化为阶段性的成果。戏曲艺术工作者们懂得了尊重传统戏曲审美观是创新的根基，懂得
了中国戏曲艺术整体的写意性、程式性和表演体系不能因为引进现代科技的声光电而遭到破坏。同时
，他们也懂得了戏曲的好听、好看要比深刻、深邃更加重要，懂得了强调戏曲的思想性、艺术性并不
代表要让老百姓看不懂。戏曲保持个性的延续和特性的传承，十分重要，然而只有顺应时代、作出创
新，才是其终极的目标。 江苏省淮剧团来沪演出的《太阳花》，便是自觉地走戏曲的原创之路、创新
之路、提高之路的一个例证。这部抗战题材的淮剧早在十年前就已上演，十年以来该剧先后演出五百
多场，经过不断修改打磨终成力作。不同于常见的概念化、公式化的抗战戏，《太阳花》将抗战推到
背景，全力表现人物的精神情感；导演手法力避沉重话题，突出明亮色调，使舞台的呈现十分细腻。
在这部综合艺术作品里，编导、服装设计、灯光造型乃至作曲配器，都经得起挑剔的眼光，特别是演
员也是个个出色当行。陈澄饰演的方大姑，是一个有知识、有主见、善于应对的干练商人，她既是一
位严肃的封建家长，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由此，当她面对每次打击时的所言所行，都具有不容置疑
的合理性。陈澄以大段耐听、过瘾的唱，发挥出淮剧的剧种优势尤其是声腔特点，有层次、多侧面地
展示了方大姑沉稳、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与艺术感染。 上海淮剧团改编
自总政话剧团话剧《黄土谣》的《家有长子》，同样很有特点。编导历时两年，用淮剧特有的艺术特
色对话剧进行改编，在戏曲化方面作出了许多实验和探索。比如，《家有长子》舍弃了话剧中老支书
这一形象，从而让长子大暑得以成为戏的中轴；将话剧中长子的妻子改为恋人，从而生发出大暑爱情
婚姻的一条副线；为发挥戏曲载歌载舞的特质，淮剧另外设置了“拉车”、“门内门外”、“驮人过
河”等场景，使全剧充满了苏北农村的乡土气息和活泼幽默的生活情趣。与话剧突出的主题有所不同
，《家有长子》尝试从人情良知的角度解释“父债子还”这个命题，并多次提到当年乡亲凑钱给大暑
母亲看病、让大暑重返校园等细节，更多次通过村民的琐碎小事强调村里的贫穷境况，以此表明这笔
集资对于各家各户的重要性，使大暑最后承担债务的做法更容易为普通观众所理解。我认为，戏曲这
样刻画和塑造人物，很有真实性，极具针对性，用朴实的方式歌颂了两代普通党员的崇高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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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海文化漫步》

编辑推荐

《2011上海文化漫步》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视角、温和中肯的思索、日常闲话的姿态，细致而又沉着地
将上海的文化艺术现象、人物、作品向读者娓娓道来，梳理着上海文化的脉络，记录着上海文化的印
迹，留下上海文化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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