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文体 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见习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文化动态

展现大科学家的朴实
《呦呦鹿鸣》剧组透露，该剧是浙

江省首部民族歌剧，自创作之初就受
到了主办方的关注，在宁波首演期
间，因其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呈
现在舞台上的完美效果，经过遴选评
审，入选成为今年艺术节的唯一一部
国内民族歌剧。而昨晚的演出，也让
上海的观众感受到了屠呦呦精神的
不同层面。

《呦呦鹿鸣》讲述的是屠呦呦发
明青蒿素的故事，导演廖向红昨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屠呦
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我们想实
实在在地讲述一个故事。所有能找
到的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和文字的，
我们都看了，还去了她的旧居——
可以说，我们是想尽办法接近她。
我们知道，她拿诺贝尔奖后，普通观
众一定会给我们的剧提两个问题：

为什么是屠呦呦能发现青蒿素，为
什么女性科学家能拿到这个奖？我
们也试图在戏中解答，包括传统文
化对她的影响、她小时候体弱多病
从而发下的治病救人的宏愿，以及
后来到国家和人类需求的层面。”

《呦呦鹿鸣》以科学家为主人公，
尽管是一次大胆的创作尝试，但同样
能够展示出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
整个歌剧从屠呦呦的生活和工作情
节入手，通过父女、夫妻、同事之间的
对唱、重唱，让音乐深入揭示人物之
间的情感及矛盾冲突，使整个故事更
有张力和感染力。

主演吕薇也告诉记者说，为了不
让演绎脸谱化，导演特意找来两本讲
述屠呦呦的书，让她更深入了解这个
人物：“包括《屠呦呦传》，这也是国内
仅有的两部比较全面介绍她的著作，
我仔细研读了下来，对她朴实中的伟
大，也理解得更为深刻。”

民族歌剧用上大量民族元素
虽然是外界眼中的“主旋律作

品”，但昨晚的演出，却让很多观众大
呼戏好看，歌好听。上半场为了表现
屠呦呦的爱情时，舞台上出现的满天
星空，就让观众欣喜不已。音乐也同
样如此，作曲家孟卫东告诉记者，很
多人对主旋律的印象太过刻板，“我
作曲时就秉持了一个原则——歌剧
毕竟是创作给观众看的，需要观众觉
得好听，演员唱得投入，这才是标准。”

为这部剧，他创作了20多首歌
曲，他表示“亮点是二重唱”，因为是
为了表现屠呦呦为了科研工作分居
两地时朴实无华却又动人的爱情。
此外，因为是民族歌剧，讲述的又是
我们自己的大科学家的故事，所以，

“创作时我也使用了大量的民族元
素，比如民族乐器是贯穿始终的，包
括了琵琶等。”

八万吨筒仓中
体验沉浸演出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沉浸式演出
这两年已经不算新鲜名词了，但如果
沉浸式再遇上新的表演空间，就会碰
撞出特别的火花。近日，参加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年轻人，就把昔日黄浦江
边八万吨的“亚洲第一散粮筒仓”，变
成了艺术心地标，他们举办的“艺术
季节——筒仓里的青春新空间”，就
是在筒仓艺术空间里，三场演出接力
呈现。

三场演出，包括了享誉全球的
爱沙尼亚电视女子合唱团带来的具
有异国风情的合唱、北欧黑匣子舞
蹈团带来的现代舞《七宗罪》以及音
乐剧场《霸王》，都特别符合这个艺
术空间“融合”的概念。像《霸王》，
由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家俞
冰、笛箫演奏家陈昀颖、打击乐演奏
家蒋元卿、古筝演奏家陆莎莎、中阮
演奏家沙漠与特邀肢体表演王超6
位艺术家共同演出。观众在8首新
老曲目的共鸣中，穿越到了西楚霸
王垓下之围的情境，它展现了民乐
的另一种可能，也带来了更多感悟
与思考。

对这样的跨界融合，舞蹈家黄豆
豆曾表示：“公共空间演出，最大的可
能性就是因为舞台和观众席之间距
离没有，演员和观众置身于同一空
间，甚至融为同一体。所以观演关系
改变了，最关键的词就是共享。”

上海国际艺术节宁波分会场送来好节目

“唱”出诺奖得主屠呦呦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在最近揭晓的首届燧石
文学奖中，身陷抄袭丑闻的秦简《锦
绣未央》获一个“白莲花奖”，这个奖
是专为抄袭者设立的。而且奖项竟
然还有奖金，只是当然不会颁给抄袭
者，而是给了一个文学公益项目。青
年报记者注意到，现在文学的伪作、
烂作如此猖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舆论的压力不够，唯有给这些作者
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才可能让他们
感到畏惧。

与其他许多文学奖不同，这个燧
石文学奖可不是一般的文学奖项。
该奖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办，旨在

“发掘好故事，致敬新原创”的文学奖
项，评委均是全国主流文学界的大
咖，所以燧石文学奖应该也算是天津
文学的最高奖了。过去对于伪作和
烂作，国内也有过一些奖项，但大多
是调侃、搞笑性质。现在如此一个官
方文学奖项，专为抄袭的伪作设立一
个奖，不仅颁奖，而且有奖金，这是非
常罕见的。

秦简《锦绣未央》的原著小说叫
《庶女有毒》，这部作品被指通过软件，
“搅拌式抄袭”200多部作品，成为众矢
之的。但是事件爆发至今，既没有法
院的判决，抄袭者也已然置身事外，不
发表声明，也没有忏悔之意，好像就是
一个没事人。业内人士对青年报记者
表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尽管读者
在网上对秦简进行了抨击，但这些抨
击还比较分散，不足以形成了一个强
有力的声音。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
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相对宽
松的情况下，抄袭的成本成本变得很
低，很多人都跃跃欲试。而现在，一个
官方文学奖给抄袭者颁奖，无疑是一
个更大舆论压力的体现。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世界上给
伪作和烂作颁奖已有不少成功的先
例。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美国创办于
1981年的金酸莓奖，这个奖总是在奥
斯卡奖揭晓前一天颁发，专门“奖励”
那些电影烂片。虽然不失搞笑，但其
实非常严肃，获得金酸莓奖的烂片演
员或导演会觉得脸上无光，会想法设
法地不要再得到该奖。应该说，金酸

莓奖等这一类奖项具有舆论压力的
性质，也有提醒的功能，对于世界文
艺水准的提高是具有极大作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应该多
几个像“白莲花奖”这样的具有官方
背景的严肃伪作奖、烂作奖才好。如
果这样的奖项一多，相信那些抄袭
者，那些一心为了钱而对艺术敷衍了
事的创作者，在进行他们的行动时会
有所顾忌，毕竟舆论的压力不是一般
人可以承受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国的文
艺批评氛围，虽名为“批评”，但其实
仍以“表扬”为主。作者和评论家大
家都是一个圈子的，抬头不见低头
见，如果说几句批评的话，总觉得有
点不好意思。更何况还发生过被批
评者当众发飙的事情。长此以往，也
就以和为贵，一团和气了。从这个角
度来说，在中国，以作协的名义给伪
作和烂作颁奖，这是需要足够的勇气
的，这也反映出文艺批评中的一些令
人欣喜的新现象，这也预示着未来文
艺批评的一种可能性。应该为“白莲
花奖”点赞。

70分钟浓缩史诗巨作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今明两天，
世界级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最新作
品《战场》将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演
剧目，在上海上戏实验剧院开演。30
年前，彼得·布鲁克排演了9小时的
剧场史诗《摩诃婆罗多》，曾经轰动世
界剧坛。这部《战场》就是根据《摩诃
婆罗多》所改编，截取了其中的一部
分再创作，最终诞生了这部只有70
分钟的新作。

《战场》是已过耄耋之年的彼得·
布鲁克继《惊奇的山谷》后，造访中国
的第三部作品。作为20世纪最为重
要的世界级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无论
是剧场作品、电影、剧场研究作品都
影响深远，在中国，专业戏剧院校的
学生，都看过他的作品或读过他的著
作，尤其是《空的空间》，这已经是戏
剧专业学生的课本，甚至有人表示，

“所有戏剧专业师生，都可以说是彼
得·布鲁克的门徒。”赖声川就是其中
之一：“他没有教过我，但我把他当做
我的老师。”他表示《摩诃婆罗达》对
自己的影响很大，甚至直接影响了他
《如梦之梦》的创作。

昨天，大师在上海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被问及是否有意对当年的巨作
进行浓缩时，他谈及了一个由繁至简
的理念，他说，当年自己在伦敦初识
戏剧的巨大热情，“当时，我想在剧场
提供、串联起每一个可能的元素，音
乐、旋转舞台、色彩渲染，让戏剧尽可
能生动而精彩”，但随后慢慢地，他开
始意识到这一切固然都很好，“但如
果我去掉一些特效，就会有更强大的
力量。”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主会场。

首届燧石文学奖设白莲花奖打击抄袭

应给伪作、烂作施加更大舆论压力

昨晚，讲述中国诺贝
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
明青蒿素故事的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在上海大剧
院上演。这也是上海国际
艺术节在宁波设立分会场
之后，首次有宁波创作的
演 出 登 陆 主 会 场 的 舞
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