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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越剧“傅派”创始人傅全香昨天中午
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 94 岁。
越剧又少了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
而傅全香的去世可以说是带走了一
个时代，昔日的“越剧十姐妹”终于在
天上相会了。

昨天，很多越剧迷汇集在华东医
院病房的走廊，他们面色凝重，充满
了忧伤。因为他们要和一代越剧名
家傅全香告别了。2007年，傅全香
因脑梗塞住院时曾昏迷了一个半月，
后经抢救后醒来，此后就一直住在华
东医院，至今已经10年了。这10年
中多次发生肺部感染，最近病情又有
反复，终不治。

就在三个月前，白玉兰戏剧奖的
终身成就奖还授予了傅全香。在颁
奖仪式上，傅全香没有来，傅全香的
女儿刘丹代为上台领奖时说，“小时
候邻居家孩子过年都做新衣服。而
妈妈改旧衣服给我穿，她说，因为你
是傅全香的女儿，更要朴素。但是买
书，妈妈从不吝啬，把世界名著整套
买回家。”

也许正是因为幼年时没有读过
什么书，傅全香格外地注重自身修养
的提高，不仅是她本人，她也希望身
边的人都能重视文化的提升。这一
点与傅全香艺术的形成有着密切的
关系。傅全香在戏中多演知书达理
的女子，一笑一颦均透着十足的文化
韵味，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全香于1923年8月出生在浙
江嵊县的一个贫农家中，9岁时离别
双亲，到近乡一所尼姑庵里拜师学
艺，跟着“四季春班”走上了浪迹四海
的艺人生涯。在几十年的越剧生涯
中，塑造了祝英台、李香君、恒娘等一
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傅全香开创了
越剧“傅派”。她广学博取、勇于开
拓，在新越剧基础上，拓展了“写意”
风范，并造就了真假声完美融合、华

丽多彩、荡气回肠的傅派唱腔，誉称
“越剧花腔女高音”。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傅全香在
《十八相送》和《织锦记》中首开定腔
定谱先例，在《情探》一剧中，学习吸
取了川剧旦角的形体动作，唱腔上借
鉴了京剧程砚秋及昆曲评弹的唱法，
尖团音规范分明，真假嗓音结合演
唱。上世纪80年代，由傅全香参与
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
南飞》、《李娃传》和《杜十娘》先后被
拍摄成电视剧，《杜十娘》还获得中国
电视剧飞天奖。上世纪90年代初，
她与昆剧艺术家计镇华合演的反映
古代女诗人李清照生平的戏曲电视
剧《人比黄花瘦》，再次获得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2008年傅全香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
剧”代表性传承人。

从上海越剧院传来的消息，傅全
香追悼会将于11月1日上午10点
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这是一个大师远去的年代，尤其
对于越剧而言。今年2月，“范派”创

始人范瑞娟去世。此次随着傅全香
的离去，著名的越剧十姐妹均已离
世，一个时代终结了。“越剧十姐妹”
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越剧名角的合
称，包括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
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
凤、徐天红、吴小楼，因1947年同台
演出《山河恋》而得名。1947年夏，
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场和戏
校，发展越剧，其十人举行联合义演，
同台演出，轰动上海，“十姐妹”因此
得名。

可以说，“越剧十姐妹”是越剧艺
术发展的里程碑。十姐妹中最早去
世的是筱丹桂，是1947年去世的，距
最后一位去世的傅全香，两者相隔了
整整70年。其实十姐妹的队伍，在
很多年中都是比较整齐的。只是在
近年才相继凋零。可以说，“越剧十
姐妹”对越剧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
现在随着傅全香的去世，“越剧十姐
妹”终于可以在天上相会，但她们留
给越剧事业的丰富的遗产还将一直
指引着后来者的前进。

傅全香是“越剧十姐妹”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新生代佳作
亮相大学生艺术年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作为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院之光”30+30嘉菁英特
展11月18日在上海自贸区国际艺
术品交易中心森兰国际交易展厅开
幕。这也是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
展的相关展览首次在上海举行。

据“学院之光”展览策展人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刘刚介绍，此次展览面
向以九大美术院校为首的全国500
多所高校的七万余名艺术学子及毕
业生征集优秀作品，总共征集到几万
件作品，学术委员会从中评选出近千
件优秀作品参展，作品涵盖国画、油
画、版画、摄影等多种门类。

为激励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本届展览还增设了“海上新星”专有
奖项。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展组
委会将从展出的近千件作品中层层
筛选，评定出5名最有潜力的年轻艺
术家，以表彰他们在学院传承和艺术
探索上的独特表现。获奖名单会在
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展开幕式现
场公布。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副董事
长胡环中表示，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
大展将构建一个全面的艺术人才交
流中心，向全球艺术社区、以及本地
及国际收藏家、艺术爱好者呈现来自
亚太地区最新最具活力的艺术家和
设计师等人才，发现最卓越、最具有
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的年轻艺术
家。而“学院之光”展则更像一个金
字塔尖的展览，优中选优的青年艺术
人才都将在此展现自己的才华。

此外，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展
将成为优秀艺术人才步入社会的“助
推器”。让大众看到他们优秀的作品，
同时这也是各艺术机构挑选艺术人才
的最为直接、最为便利的渠道。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看一度“远行”的文学经
典是否回归，不仅要看读的人多不
多，还要看有多少人愿意为文学经典
付钱。最近，从“付费阅读”领域所显
示的一些迹象表明，文学经典的确是
在快速回归读者视野。

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推动“经
典阅读”已经多年了。应该说，在推
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大部分资源
都免费提供的，包括免费的图书借
阅，免费的讲座等等，就怕读者不
来。时间一长，在一些读者那里，经
典阅读就和免费阅读划上了等号。
如果要是读《红楼梦》，还需要花几十
元钱去买来读，这似乎都成了不正常
的事情了。

当然，业内已经有人之前提出，
推动“经典阅读”如果一味地提供“免
费午餐”，这是会降低“经典阅读”的
地位的，会让读者觉得“经典阅读”也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作品。而从长远
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复苏，一种自
上而下的干预和支撑所起到的效果
都只能是暂时性的，关键还是要看这
种文化能不能被当今人所接受，说白

了，就是当今人愿不愿意为这种文化
“买单”。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典阅读”的
回归可能要比一些人估计得要乐
观。依据主要来自于一些“付费阅
读”的网站。比如台湾著名作家蒋勋
在喜马拉雅上讲《细说红楼梦》。无
论是蒋勋这个人，还是《红楼梦》，其
实都已经归入经典行列，不会有太多
的轰动效应了，但是不想，《细说红楼
梦》创下2.2亿人次的播放天量，“付
费阅读”的收入也不菲。

还是来自“付费阅读”领域的消
息。近日，某知名知识付费网络平台
与青年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
编辑室主任黄昱宁签约，推出由她主
持的一档解读经典名著的栏目“听名
家讲名著”，每次30分钟时长，为读
者解读60本西方文学史上绕不过的
经典名著，让他们走近简·奥斯丁、狄
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60位性格各
异的文学大师及他们的作品。

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
注。因为就“付费阅读”的有声阅读
平台，过去的“拳头产品”，要么是童
书，要么是娱乐脱口秀之类的有声内
容，一本正经地说文学的栏目很少。

但是现在出现了，也就说明有越来越
多的读者愿意为传播文学经典的栏
目买单。青年报记者了解，除了黄昱
宁的栏目，有一批学者、作家也将加
入进来，将对《傲慢与偏见》、《堂吉诃
德》（上、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巴
黎圣母院》、《挪威的森林》、《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轻》、《危险的关系》、《狼
厅》等作品进行解读。这些解读当然
都是需要收费的。

读者开始愿意为文学经典付费，
这让很多业内人士看到了文学经典
回归的迹象。文学评论人章秦川对
青年报记者表示，经典文学阅读市场
的出现，说明这么多年来对于文学经
典的阅读推广产生了效果。经典文
学在读者的心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所
以他们才愿意为文学经典买单。但
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进一步
提高文学经典“付费阅读”的范畴。
同时起码应该将文学经典的价格提
高到和其他内容同等的位置，毕竟廉
价依然是一种贬低，在“价格与价值
成正比”已成广泛共识的今天，只有
将文学经典的价格提上来，甚至超过
其他内容，文学经典才能真正的算得
上像个“经典”的样子。

越剧“傅派”创始人傅全香逝世

不仅愿读，而且愿买

名著解读热在“付费阅读”中兴起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振兴传统工艺

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
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和文化部恭王府
博物馆日前签署协议，共建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传统工艺协同创新中心。

凝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作为国
家一级学会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
以及恭王府博物馆作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保护基地的平台优势、
科研优势，此次共建传统工艺协同创
新中心以振兴传统工艺为宗旨，双方
将在传统技艺保护研究、非遗展览展
示等领域充分发挥彼此优势，互相合
作，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与发展。

据介绍，双方将以振兴传统工艺
为宗旨，开展“中国传统技艺分类保护
标准研究”项目，就工艺美术各专业门
类开展课题研究，搜集和整理相关资
料，编纂出版相关学术成果；积极开展
学术交流，定期举办展览展示及相关
学术活动，有计划地每年组织行业与
国际进行交流；理论研究与开发应用
相结合，推动工艺美术各专业门类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对工艺美术行业
内从业人员开展研修、研习和培训；对
行业内的工作室、传承人、工作站、研
究基地、培训基地、研发基地进行专业
评估和学术指导。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