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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丽 摄报） 这边舞台上社区百

姓“名星”们载歌载舞，那边数字苑小学生们戴着VR
眼镜探索科技，旁边还有展现石湖荡风土人情的“荡

里有美”写生作品社区巡展引人驻足，更有不少小朋

友忙着做非遗手工……10月25日，石湖荡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大剧场前厅热闹非凡，从此，这里将变身

为“新壹刻”文化汇客厅，成为居民们享受“家门口”

精彩文化的新场所。

剧场前厅长将近 40米、宽 8米，面积超过 300平

方米。因为狭长，反而更易于分区。目前分为信息化

设备体验区、文艺作品展览展示区、开放式课堂区、沉

浸式数字展厅四个功能区。“新壹刻”的概念是结合上

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来作设想，让居民充

分享受家门口精彩丰富的“文化圈”来圈定幸福。

“汇客厅内的东方社区数字苑是由东方社区信

息苑转型升级而成，打造了沉浸式视听馆、社区VR
馆等新型应用服务场景，构建了‘享文化、趣旅游、观

展览、看演出、学本领’一站式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空

间。居民可以在数字苑里享受新型数字资源，体验

全景式直播，还能遨游神奇的数字世界。”石湖荡镇

文体中心负责人卫青介绍，东侧的信息化设备体验

区有4台电脑一体机和4台VR体验设备；旁边的文

艺作品展览展示区设有12个展架，用于社区各类文

化艺术活动所征集的作品展示，进一步扩大社区艺

术美育的普及；中间部分为开放式课堂区，设有6个

大桌和 60 把椅子，用于开展文体类小课堂培训讲

座、非遗、美育、手作体验等活动，未来还将开办市民

夜校，丰富群众性文体服务供给；最西边则配了环幕

LED，加上小舞台就变成了小剧场（见左图）。

“这里不论排练还是培训，都是一个独立的空

间，不像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教室里做活动，音

乐一响就会影响到图书馆或者办公人员。也不像

在大剧院里排练，空间太大太浪费。”石湖荡镇虹韵

戏曲综艺社负责人陈丽萍说，“我们以后也可以毫

无压力地排一些小型节目了，和观众距离更近，互

动性也更强。”

据了解，“新壹刻”文化汇客厅作为 2024年政府

实事项目，是石湖荡镇秉持“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构

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全力打造家门口“诗和远

方”的探索实践，启用后将有利于提升石湖荡文化品

位，深度促进“商旅文体展”融合联动，助力全镇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贾丽） 死去的马蜂幼虫被装在透明

罐子里就成了一件艺术品；废弃的打印机硒鼓组合在

一起，成了有趣的装置艺术；几十根鱼漂整齐地插在一

起像花束一样好看；一个个农用草叉绑在一起托起一

个用3D打印的球，仿佛托起破土而出的新生命……位

于广富林文化遗址的YOUNG拂尘庵美术馆里怀旧感

满满，10月 26日，中国当代艺术家张丹的最新个展“万

物之灵”让一件件旧物“说话”，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展览将持续至12月16日。

当天，50 余件艺术品分为三个单元展出。第一

单元的主题为重置消费物。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构

成了螺旋式的标本系统、不同功能和材质组装成的

“锤子”网络……一组组作品动静结合，释放出一种

全新的生命活力。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数字物的嬗

变。随着网络数媒 AI 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思维模式

也在被改变和更迭，坚固之物的“短暂消失”，让数

字、数据、信息文本变得隐形和整洁。艺术家通过运

用青铜材质再造的数字物种子勾勒了数字物嬗变的

现实反思。第三单元的主题是栖居在剧场中的生灵

物。作品由多个帐篷支架作为主体的物，下面则是

用毛毡图案结合的玻璃体、化石等物质形成一种居

所、栖息地和空闲中的场。

艺术家以生态调研的考古方式挖掘，在现实与虚

拟的四维空间中漫步行走，可视与不可视的、可闻与不

可闻的、可听与不可听的、可触与不可触的各种抽象、

具象元素持续生长的新的灵魂。“这个展览别出心裁，

孩子也喜欢看，里面很多极具时代感的旧货勾起了我

的很多回忆。”市民陈女士说。

据了解，张丹是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

会实验艺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和教学

研究工作，曾多次参与国内外交流项目，举办8次个展，

作品被中共一大纪念馆、巴西尼迈耶博物馆、德国沃尔

特公司、鲁美美术馆及前挪威文化部长等国内外多家

机构及个人收藏。

本报讯（记者 贾丽 摄报）拓片与书法完美结

合，古砖置身其中也毫无违和感。日前，主题为“汉

砖里的中国”的古砖拓片题跋邀请展在董其昌书画

艺术博物馆开展，20余件古砖和20余件拓片题跋

作品一同亮相。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2日。

走进博物馆，拓片与书法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让

人耳目一新（见下组图）。策展人卢俊山介绍，本次

展览邀请的23位作者均为工作、生活在上海的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们多为活跃在展览一线的创作

者，具有较高的创作敏锐度，审美高度既有“国展”水

准，又兼具当代青年文人书法家的才气。

而展出的古砖均来自松江书法家、收藏家朱震

先生的支持。据了解，砖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

中，见证了历史的风霜，承载了中国的文化，拥有独

特的美学特色。从先秦两汉，至隋唐五代，再到当

代，古砖和其砖文逐渐成为中国艺术重要的一部

分。本次展出的古砖，时间跨度从汉代至明代，所

刻内容和花纹多样，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影像解说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展厅

的一角放着一台电视机，里面循环播放着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罗宁制作

拓片、题跋的全过程，不仅可以让参观者了解艺术

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博大精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贾丽 摄报）“十几年来没有看过比

这部更精彩的戏，太值了！”来自宝山区的观众许先生

散场时不住地夸赞。10月 22日，婺剧《青春版穆桂英》

作为2024长三角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剧目之一在

云间剧院上演，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穆桂英扮演者汤

盛存的“美媚脆锐”赢得场内观众满堂喝彩，而 20名女

靠和 18名武行一次次眼花缭乱的闪展腾挪、交锋对垒

更是引发阵阵叫好声。

大幕拉开，好戏鸣锣。从陈前邂逅、寨上招亲、公

媳交锋、辕门斩子到最后的大破天门阵，整场演出可谓

高台画影，灯彩炫烁，锦衣明甲，锣鼓铿锵（见下图）。

据了解，《青春版穆桂英》作为浙江中月婺剧团的

经典剧目，上演三年来已在长三角九城市演过近 500
场，每到一处都是备受好评的必点大戏。主演汤盛存

是国家一级演员，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

了力量，其深厚的戏曲功底和细腻的表演风格将穆桂

英的英勇、智慧和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主角的精彩演绎，浙江中月婺剧团的强大阵

容也是此次演出的亮点之一。剧团中的武功演员们表

演的翻跟斗、打斗动作整齐划一，场面震撼。演出过程

中，观众们被剧情深深吸引，时而紧张屏息，时而欢呼

雀跃。特别是当穆桂英带领将士们冲锋陷阵、奋勇杀

敌时，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两次返场谢幕，仍然有很多观

众舍不得离场。三年级的松江小学生张诗怡兴奋地

说：“平时学校也有戏曲课，但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剧场

看婺剧，特别难忘，我太喜欢了！”

据了解，《青春版穆桂英》共有48名演员登台，最大

的63岁，最小的只有16岁。该剧不仅保留了传统婺剧

的精髓，还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剧中的服饰、道具、布

景、灯光和音响效果也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

本报讯（记者 贾丽）从开始

创作剧本到把一出大戏搬上舞

台，合肥雨中语文化传媒公司的

原创庐剧《慈母情》创造了戏曲界

的又一个奇迹。10月18日，该剧

在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

演，这也是 2024长三角民营剧团

优秀剧目展演中第一个上演的安

徽地方戏。

当天下午，泗泾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几乎满座，其中不少是

老年观众，因为几个月前，合肥雨

中语文化传媒公司曾在这里演过

一场戏，大受欢迎，所以听说这次

又是他们的戏，老人们早早就来

捧场。

《慈母情》讲述了一个被遗弃

在瓜田里的女孩，被养母含辛茹

苦养大后，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苦难，最终和心上人喜结连理

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瓜女是该

剧编剧宣祥友虚构的名字。关于

这个名字的灵感，还有个有趣的

由来。“我经常随演员们下乡演

出，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

有个同行的演员一直吵着让我买

西瓜吃。但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卖

西瓜的，所以我就对他说，我早晚

要写一部戏，就发生在西瓜地里，

有吃不完的西瓜，让你过足瓜

瘾。”宣祥友回忆道。

两个小时的演出，感人的剧

情和真挚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现

场观众。家住洞泾镇的观众杜先生说，自己老家也

是安徽的，所以特地来看这场戏。“在松江听到家乡

戏特别亲切。这部戏的题材也很好，孝道、正义感，

这都是当今社会十分需要的。”杜先生说。

据了解，庐剧是安徽省地方传统戏剧，2006 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首届

民营剧团优秀剧目交流演出活动时，该剧团就带着

大型原创古装庐剧《三孝口》作为当年的开幕剧目

站上了松江的舞台。随后他们连续来松江参加了

四届长三角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并且每次都带

来原创新剧。“虽然排新剧很烧钱，但再难也要排。

松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展示平台，通过这个平

台，庐剧得以被更多的人认识并喜欢，这才是我们

发展的底气。”宣祥友说。

本报讯（记者 贾丽）创排十几天，4名演员用50
分钟演绎了西晋文学家陆机为国、为民、为艺、为家

的不了情缘。10 月 28 日，由松江区戏剧家协会出

品、上海杰冉文化制作的松江首部“二陆文化”题材

小剧场越剧作品《黄耳红菱》在九亭剧场上演。

大幕开启，舞台上一轮圆月、一座宅院、一湾菱

塘、二椅一桌，“黑白无常”首先登场……该剧讲述了

西晋太安二年仲秋之夜，陆机被冤杀以后，“黑白无

常”因“华亭鹤”和“黄耳犬”在地府为其鸣不平，并帮

助陆机梦回华亭，与妻子张氏梦中相会的故事。剧

中“华亭鹤唳”“黄耳传书”“千里莼羹”等文化元素贯

穿其中。月圆之夜，夫妻二人的相思衷肠感动了“黑

白无常”，他们下定决心送陆机还阳，但陆机却出人

意料地选择焚稿自祭，决然赴死。临别之际，陆机和

妻子的一片深情、一夜血泪，使得菱塘中的菱角由绿

变红。日照菱塘，黄耳传书，采菱歌起，陆机用自己

的一生和辉耀后世的《文赋》《平复帖》，诠释了何为

“缘情”。

从拿到剧本到登台演出只有短短两周，陆机的扮

演者姚煜晨表示，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人物的理解。“表

面看这是一部历史剧，其实是一部情感剧，对于人物

的情绪表达要求很高。”姚煜晨说，“为此我查阅了大

量的历史资料，还认真研读了一些陆机的诗词。”

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副院长、该剧编剧常勇介

绍，该剧是松江区首部以二陆文化为题材的小剧场

戏曲作品。作品聚焦戏曲之乡的建设，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也是文旅商农展融合的一个示范性探索作品。当天

下午，该作品赴叶榭镇幸福老人村举行惠民演出，许

多老年观众看完演出给予热烈的掌声并纷纷拉住演

员合影留念。“这部作品是新古典诗韵小剧场戏曲创

作的第一部。小剧场投入低、人员少，便于传播推

广，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惠民演出，通过深

入松江各个剧场、景区、商场等进行实地沉浸式表

演，让更多人了解松江的历史文化和戏曲艺术。”常

勇说。

石湖荡镇“新壹刻”文化汇客厅启用

剧院前厅变身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松江首部小剧场越剧《黄耳红菱》上演

古砖与书法珠联璧合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推出古砖拓片题跋邀请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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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余件旧物
焕发艺术新生
“万物之灵”装置艺术展

在YOUNG拂尘庵美术馆开幕

台上精彩交锋
台下阵阵喝彩

婺剧《青春版穆桂英》在云间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