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喜扎染布。尤爱那种蓝白二
色的粗布扎染——那种简单纹理，氤
氲了一些被现代社会遗落了的淳朴。
这种感觉，就像《古诗十九首》的质朴
与悠远。蓝是底色，氤氲着肃穆感。
那是一种庄重底色，是情深是义重，
是对命运的凛然与承受。

那份守候与虔诚里，沉淀着某种
张力。仿佛有某种托底的所在，令人
心安。

但蓝厚重之余，就会有点郁。幸
好有白。白，调节了整个格局，局面
就生动了起来。

白呢，不是那种特别白，白有耀
眼的“抢白”。但又因与权重苍蓝配
一起，所以，原本衬里的白，也被渲染
得分外白。

糙糙的白，却因此有了质感，也
有了出尘气息。

正白，正蓝，都是扎染最经典的
颜色：有静气，有古意。还带着一种
天然自在的浑成。沧桑感里，滋长着
蓬蓬勃勃；古老感里，埋伏着磅礴的
朝气；质朴丰厚，就像自然风川，随
机，而有生机。就像写意画。

善用简笔，一句惊鸿，却又笔笔
不同。自出机柕，别具一格。就像那
种富有张力的大白话，没有姹紫嫣红
的陈词滥调，直白而有韵味。有点
孤，孤意决绝的样子，却又能融入各
方英雄。能配各种服饰。服装、围

巾、包袋；装饰，装饰物；铺垫——它
都能与对方的背景，相辅相成。

曾经，我是扎染控，买过N次扎
染织物。最早是1990年，在云南景洪
地区买的傣族手工扎染大围巾，那种
清新与古朴，一眼就喜欢上了。后来
买过多条扎染裙（包括咖色与黄色相
间的大摆裙）；还有牛仔扎染套裙，包
括牛仔扎染帽、扎染布垫、扎染笔记
本。

原以为，我对扎染的激情已经燃
尽，不料，就在它渐行渐远，淡出我的
视野时，却有了一次亲手操练的机缘。

那是在上海纺织博物馆。浏览
过纺织历史，又在小会场耐心地听完
了扎染的历史沿革，于是就进入主
题：现场学做扎染。

我们早就按捺不住。毕竟，自己
做出实实在在的成品，才是我们此行
最实际的诉求。

也是对纺织课最切肤的认知。
所以，当我终于拿到一块绵绸布料，
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扎染）这
全是偶然性的问题了。会出来一个
什么样子，看看命运的意思了。”

简陋的桌上，放着老旧玻璃球、
筷子、木夹、三角木架、橡皮筋等。

如何扎，如何配，缠扎得宽、窄、
松、紧、疏、密之手势，都是悉听尊便
的。因无人具体指导，反而让我们，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我们依从自
己随意性与“刻意性”，开始操作。

而我对此感触最深的，是其中的
偶然性。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为”：如
何扎如何缠；用什么夹具，是玻璃球，
还是三角夹；扎结的长短，折叠的方
式，翻卷的松散，都可以自由发挥。
或者，各种夹具混搭，想到什么就用
什么。但另一方面，无论你再刻意，
也不能操控它的走向。它们的成因
与整合全凭偶然，在一次次“随机应
变”的漂染里，渐次变幻……它最后
形成的布局，洇染出的模样，全凭天
意，非人力可以配对，更出乎你的意
料。

正是这种偶然性，让我百感交
集。偶然性，其实可能，也暗藏在我
们自己生活角角落落的缝隙里。生
活里有太多的所谓“蝴蝶效应”。一
只蝴蝶的翅膀动了几下，通过传递效

应、叠加效应，最终酿成一场巨大的
龙卷风。

一个偶尔的无心之举，却可能撬
动起整个局面的变数。这就是宇宙
的诡异之处，也是命运的不测之处。
不测、不料、无意；包括“阴错阳差”，
叠化成生命里层层变幻，演绎为我们
每一个人的人生与变数。让我们无
以言喻。让我们措手不及。悬念横在
前方，隐隐约约。有期待，有惊讶，有
意外。语焉不详，才有动力，一根筋，
一股劲地往前走。看着它，如何被偶
然性、意外性与随机性所塑造。

五分钟后，我们陆陆续续提着自
己扎的布交付工作人员。看着她们
逐一放入小染缸里；看着它们上下左
右甩动。未被扎缠的部分，每浸一
次，染料就渗透一层。层层复层层，
越染越浓。而那些被扎缠的地方，则
断出了一块块“留白”。

十分钟后，一方蓝白扎染围巾
“胜出”。我们根据之前标好的牌号，
一一找到自己的“作品”：有的抒情，
有的辽阔。有的冷峻，有的葱葱。有
的灵动，有的守拙。有的“当断则
断”，有的“连绵起伏”。有的让人不
知如何是好，但都洇染着某种艺术气
息，又古意又盎然。它们被偶然性、
意外性与随机性所塑造，“各抒己
见”，各有乾坤，意味各异，千山万
壑。就像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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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谷，看到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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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掠影 ○ 施泳峰

鲁迅与《永乐大典》

《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四大
目录专籍”之一，由南宋藏书家、目
录学家陈振孙编撰，共有56卷，可惜
在明代晚期散佚，后由清代嘉庆朝
户部尚书邹炳泰从《永乐大典》中辑
录出22卷。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
为消弭“靖难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
平之气，下诏内阁首辅解缙悉采“各
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
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
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
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
谕召集上百人的编修班子，于次年
进呈。明成祖阅览后，赐名《文献大
成》，但认为“尚多未备”，于是钦点
太子少师姚广孝延揽全国名儒两千
多人，广集天下图书七八千种，按韵
编排。永乐五年（1408年）姚广孝定
稿进呈，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亲
自撰序，赐名《永乐大典》。全书共
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约
3.7亿字，分装11095册。

《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
50.3厘米，宽30厘米，每册约20页
至50页。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
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
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
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有“永乐大典卷
数”，右上方贴有方块黄绢边签，题
写韵目及本册次第。以明代标准的

“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
画抄写出来，字体端正整齐，又不乏
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永乐大典》以韵为纲，以字隶
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
关的各种资料，把按韵排序与按类
部次相结合，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
有总论，每一事项有一个标题。在
每个字的下面首先注明该字在《洪
武正韵》与其他各书的注音、训释，
并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
和异体字，选取的典籍或文章一般
列在词目下面。

《永乐大典》是“合古今而集大
成”的旷世宏编，收录上自先秦，下
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
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
薮”“佚书宝库”。随着时光的流逝，
许多珍贵典籍相继散佚。明代万历
年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永乐大
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代
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编撰《大
清一统志》时，所存更是“寥寥无
几”。清代学者全祖望从卷帙浩繁
的《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周官新义》
《学易蹊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
等历代散佚的典籍，使得《永乐大
典》“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

明世宗朱厚熜非常喜爱《永乐
大典》，案头常置一二册，以备随时
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
禁城大火，明世宗担心殃及附近宫
内贮藏的《永乐大典》，一夜之中传
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使其幸免于
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
诏令集贤殿侍读学士瞿景淳负责校
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
在隆庆元年（1567年）告竣，耗时五

年，副本与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
乎一模一样。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明代以后，
《永乐大典》正本已经不知所踪，《永
乐大典》副本也是星散飘零，万册巨
帙已所剩无几。清代康熙朝翰林院
侍讲学士高士奇在《续编珠》记载，
《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
已有佚失。保存于清代翰林院的
《永乐大典》副本屡遭厄运，绝大部
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
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到宣
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仅存64册
《永乐大典》。迄今为止，《永乐大
典》正本依然下落成谜，副本目前仅
发现 400 多册，总量不及原书的
4%。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永
乐大典》224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
藏《永乐大典》62册。

《永乐大典》的散佚是我国文化
领域的一件伤心事，近代以来，我国
的许多著名学者包括鲁迅、袁同礼、
郑振铎、傅增湘、周叔弢、赵元方、赵
万里、张元济、王重民等，均为《永乐
大典》的保护、回归、传播等作出了
突出贡献。

鲁迅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
家，而且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
辛亥革命后，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
培之邀，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
一科科长，主管全国的图书馆事
务。前清翰林院遗存的《永乐大典》
64册在鲁迅的努力下，得以顺利入
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
馆）。鲁迅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
古籍进行校勘和补遗，现存的《鲁迅
辑校古籍手稿》第六函第一、二册的
唐代广州司马刘恂撰写的《岭表考
异》就是鲁迅以《永乐大典》为基础
进行补遗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水经注》影印
本，也是鲁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
出来的。

近期，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
典籍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
合举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在上
海鲁迅纪念馆展出，讲述《永乐大
典》这部旷世典籍的编纂、评述以及
历经劫难后的文物回归故事。此次
展览是上海地区的首展，以100多张
历史图片、78件（组）展品呈现出《永
乐大典》的沧桑历史、无限价值与当
下意义，让观众领略《永乐大典》这
部中华典籍的风采。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
图书馆岳小艺副研究馆员表示，国
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永乐
大典》巡展来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特
别选取了多件有关上海历史、地理
及鲁迅先生的特色展品，希望观众
在观展中感受我们灿烂的典籍文
化，与大典对话，与历史共鸣。

作者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
究员，上海市文博（三级）研究馆员，
上海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家文
物局文物进出境鉴定人员，上海市文
物局涉案文物鉴定人员，上海市文博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

《永乐大典》是“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旷世宏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水经注》影印本，也
是鲁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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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谷，折射了上海的城市文明
进程。让海内外戏剧人和观众，把每
一年的五一假期选择在上海——这
里，是通往世界戏剧文化、美好生活、
精神火花的第一入境地、最佳观景台。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
切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改
编，以人偶同台的方式，艺术化地再现
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有点智障的兔
唇男生迈克尔·K是如何被残酷战争，
一点一点掐灭生的希望——故事看得
人不忍卒观，但是当看到木偶迈克尔·
K的脸庞竟然会被仅是灯光制作的

“篝火”映红时——其艺术创造力又让
观众目不转睛地承受着在苦难与希
望、沉重与轻盈、枷锁与自由之间的两
极震荡。于是，我们了解了上世纪30
年代的南非开普敦，对于非裔族群而
言是怎样的走投无路，以及制作这部
剧目的南非“掌上乾坤”木偶剧团为何
能够被英国国家话剧院选中，创作了
舞台剧《战马》，乃至成为欧美舞台剧
领域炙手可热的偶剧团队……

一部剧，可以看到地球另一端的
一个剧团的追求与实力；一部剧，可以
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一座城市的过去，
乃至触发我们对她现在与未来的好
奇。好的剧团，就是一个带着其所在
地印记，还能穿越时空的万花筒。能

够把这些千姿百态的万花筒汇聚在一
起的就是戏剧节庆——2024上海·静
安现代戏剧谷5月13日晚以壹戏剧
大赏颁奖礼闭幕，却以其独具现代意
识的选剧视野、惠及市民百姓的优惠
票价以及遍及城区、形式多样的戏剧
活动，赋能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戏剧谷，定位为当代城市文明的
戏剧。在中国，集中展示中外优质现
代戏剧且以优惠票价惠及市民观众的
平台，仅有静安现代戏剧谷。在中国，
对高品质商业戏剧进行评奖的大赏，
也仅有壹戏剧大赏。现代戏剧，是当
前全球各地风貌的舞台缩影，是当前
城市文明进程发展的社会映照，是当
前各国各民族思维碰撞的文明互鉴。

在戏剧谷，我们看到了国际同仁
的戏剧观——致敬经典并且以适应当
下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改编
纲领。无论是《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
代》，还是图米纳斯生前一边放化疗，
一边为奔赴以色列找他的王砚辉、尹
昉等18位中国演员排演的《浮士德》，

抑或露丝·康奈尔为“鼓楼西戏剧”导
演的《边城》……都是改编自经典传世
的文学名著。把文学名著搬上舞台，
是欧洲戏剧的传统，以至于法语“导
演”一词的直译就是“把小说搬上舞台
的场面排练者”。在壹戏剧大赏颁奖
礼上，《浮士德》获得了“年度经典复排”
奖项。制作人雷婷领奖之际，首先感谢

“已经成为天上星星的图米纳斯”。
事实上，戏剧谷是最早、最多邀请

立陶宛导演图米纳斯到中国的主办
方，由此打开了中国戏剧界和观众的
视野。无论是《假面舞会》，还是《叶甫
盖尼·奥涅金》；无论是图米纳斯的立
陶宛小剧院，还是他担任艺术总监的
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都随他连番
在中国进行巡演。即便他已逝世，但
是广受市场追捧的《叶甫盖尼·奥涅
金》6月又将抵沪。于此，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及其周边土地上，人们如何在
剧场里埋葬苦难、欢庆生命。于此，我
们看到了在图米纳斯生命倒计时时排
演的中文版《浮士德》里，王砚辉扮演
的浮士德如何幽默逗趣、尹昉扮演的
靡菲斯特如何张扬妖冶——仿佛图米
纳斯的生命能量转化到了每一位演员
的身体里。

戏剧谷引进的剧目不仅令戏剧尤
其是话剧市场上的作品面貌一新，还
依然扎根戏剧艺术的本源。正在上戏
上演的《雷雨》教师版，由濮存昕导演，
展现出了戏剧艺术高校难得面向社会
的“表导演规制”。《雷雨》在中国被演
绎的次数之多，赶得上《哈姆雷特》在
全球。但是，它最接近剧作家曹禺、最
接近导演教学母本的样子，几乎没
有。上戏表演系一众教师——王学
明、肖英、王洋等，以身示范，把周朴
园、繁漪、周萍演得周正、妥帖。虽然
这一版谈不上多“现代”，但是现代戏
剧市场，还真的缺乏回归戏剧本源的
剧目。另一部被形容为“环境式音乐
话剧”的《边城》，其实就是去除冰屏等
各种所谓“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话剧的
模样。一根麻绳被两人拉成一个长方
形，两人在头尾两处，一边脚踩绳子、
一边手拉绳子，形成“摇橹”“行舟”的
模样。几根麻绳自剧场上方垂下，两
根一交叉，成为一扇“门”……观众围
坐四周，身穿素色衣服的演员从四面

豁口处上场、舞蹈、歌唱。虽然是坐在
话剧中心三楼，但是感觉仿佛是在宁
静郊外的晚上，围着篝火看演员在身
边穿梭着演绎沈从文故乡的爱情——
能看见他们眼底闪烁的爱的光，能看
见他们爱而不得红了的眼眶……在这
样的戏里，能看到——人。

戏剧谷还能看到未来科技。在
“智能时代的戏剧艺术：创新与融合”
论坛上，戏剧、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
令人期待。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
认为，艺术与科技本质上相通，核心都
是创新，超越他人。未来戏剧将有三
个发展方向——一是走向理性，当今
戏剧走向了更高的理性，比如罗伯特·
勒帕吉的《887》，基本脱离了典型人物、
行动与冲突等形式；二是走向综合，尽
管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已是常识，这里说
的“综合”是超越了传统戏剧形式，是不
固定、没有统一、难以定义的独创形式；
三是走向技术，像罗伯特·威尔逊、蔡国
强这些艺术家背后都有一支强大的技
术团队，未来的戏剧肯定会有一个分支
会高度注重技术融合与发展。

戏剧谷，还是与现代社会商业文
明结合得相当紧密的戏剧嘉年华。戏
剧谷与静安音乐节、静安咖啡文化节
再次“三节汇”，在南京西路及其次干
道上、在大宁国际社区周边等都形成
了一路咖啡一路歌，拐弯还能看到戏
剧的节日盛景——正如图米纳斯的戏
剧观：“戏剧就是节日。”由此，自然而
然带动了消费——不仅限于文化领
域，也拓展到餐饮、住宿等其他领域。

戏剧谷，折射了上海的城市文明
进程。不到20天里，创纪录的24部
剧目在9大剧院集中展演104场次，
其中上海首演率超过80%。由王晓
鹰执导、改编自作家孙甘露茅盾文学
奖获奖小说的话剧《千里江山图》，以

“红色文化”开启戏剧谷展演大幕；本
土音乐剧《爱情神话》的上海味道最具

“海派文化”韵味；加拿大戏剧《887》、
来自南非的“迈克尔·K”等多个“爆
款”，让海内外戏剧人和观众，把每一
年的五一假期选择在上海——这里，
是通往世界戏剧文化、美好生活、精神
火花的第一入境地、最佳观景台。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登,原载于新
民艺评。

日前，由静安区人民

政府、上海广播电视台、上

海戏剧学院共同主办的

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

谷“壹戏剧大赏”颁奖典礼

在 FANCL 艺术中心（艺

海剧院）小剧场举行，14

项大奖逐一揭晓，这也标

志着2024上海·静安现代

戏剧谷落下帷幕。在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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