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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沪剧、滑稽戏、独脚戏等沪上本
土戏曲文化，从源头上就吸收了不少
乡间养分，如今正在回归“乡土”，进
乡扎根。近日，沪郊金山区枫泾镇与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签约实施“快乐
进乡”，设立“上海笑天地”枫泾站，让
上海本土文化再回“乡间的土壤”。

据了解，此次的“快乐进乡”，将
以常设平台为基础，推出常规活动和

重大活动“组合拳”，将金山枫泾打造
成“快乐特色小镇”。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独脚戏”的保护和
传承单位之一。金山枫泾镇负责人说，
此次枫泾把上海的“笑文化”请进来，既
能留住乡愁，更能留住“笑声”，改良市
郊的“文化土壤”，在乡村振兴中开出

“文化振兴的配方”。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这几年，随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普及力度的增加，中华诗词
文化在市民中影响力越来越多。读
诗、写诗、品诗蔚然成风。然而如何
让这种推广具有长久性和可持续性，
而不是通过一两堂课，一两个大赛就
结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而昨
天启动的2018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的
中华诗词文赋大赛，为这个问题提供
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最近诗词文赋大热，尤其是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和东方卫视“诗书中
华”这几档诗词类电视节目的热播，
在市民中掀起了一阵诗词旋风。据
青年报记者观察，现在民间各种诗社
很盛，读诗写诗蔚然成风。尤其是一
些社会底层的青年人，看到外卖小哥
也能获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而受到
英雄般的推崇，他们中有不少人跃跃
欲试，这种热情也让人欣喜。现在，
人们已不用怀疑一度走远的诗词传
统的回归。

但是随着几档电视节目的告一
段落，如何让中华诗词文化弘扬和普
及变得可持续，这也就摆在了人们的
面前。在文化传播日渐多元的情况
下，要真正让诗词文化永驻，这显然
不是一两个电视节目就能够完成
的。而昨天在嘉定区图书馆开幕的
2018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中华诗词
文赋大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
是一个全民参与度和参与时间的问
题。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由嘉定区人
民政府、上海市语言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嘉定区文广局、上海市群艺
馆等单位承办的此次大赛，充分地显
示了全民参与性。如果说，“中国诗
词大会”这些节目的选手，还是通过
推荐、选拔产生的，那么此次中华诗
词文赋大赛则完全是“零门槛”，所有
的市民只要登录“市民文化云”、市民
文化节官网等进行网络答题，就可以
参与其中（题目会在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上线）。

在实现了“零门槛”之后，市民
文化节的中华诗词文赋大赛也就成
为了一个真正的全民赛事，任何市
民，不管是诗词专家，还是诗词爱好
者，不管是长者，还是小孩子，都可
以参与其中。同时今年的中华诗词
文赋大赛要持续数月之久，这确保
了诗词文化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事
实上，这几年，市民文化节连续举办
经典诵读大赛、中华语言文字大赛、
中华古诗词大赛，每次大赛都是瞄

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如果
将这些大赛串联起来，那就是整个
传统诗词文化，也确保了诗词文化
普及的完整性。

但是再漫长的赛事也有终结之
时，要让推广中国传统诗词文化“永
不落幕”，还必须要有其他办法。这
时，“诗文亭”便成为了一个长久之
计。昨天，伴随着中华诗词文赋大赛
的启动，“诗文亭”在上海市群艺馆和
嘉定区图书馆同时亮相。青年报记
者注意到，这种“诗文亭”外貌像一个
电话亭，里面却是别有洞天——亭里
有百余首经典诗词文赋供市民欣赏，
并可进行“卡拉OK”朗读，这些诗词文
赋是主办方邀请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过传忠老师推荐并把关，市民可通过

“卡拉OK”方式的配乐朗读录制音频，
通过微信分享到朋友圈与更多人共
同分享经典诗词文赋之美。

这些“诗文亭”坐落在公共文化
场所里，每一天都可以与读者见面，
几乎是全天候地服务于读者，让读者
感受诗词之美，这其实也就实现了诗
词文化普及的“永不落幕”。嘉定区
图书馆副馆长黄莺告诉记者，传统文
化的普及，形式和载体很重要。有什
么样的形式和载体，就有什么样的传
播效果。“这也让读者能够感受到诗
词文赋的美，而不一定是要参加到严
苛的竞赛当中。”据了解，首批“诗文
亭”在嘉定图书馆、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启用后，另有四个“诗文亭”将在全
市巡游，在富有特色的文化场馆与观
众见面。

除了“诗文亭”，为了实现诗词推
广的可持续性，组织者激励发起网络
24小时运作的优势，注重网络诗词鉴
赏栏目的打造。“每日诗品”就是市民
文化节打造的一档线上诗词赏析栏
目。自去年上线后，通过文化上海云
微信和 APP 同步推出线上“每日诗
品”174期，通过诗词填字游戏带领
市民“破解古诗密码”，传统文化“讲
诗团”名师发表各位导师的独到见
解，为市民讲解寻常诗词的精妙之
处，与当代生活的关联。线上浏览超
过200万次，已成为市民文化节通过
新媒体新式传播传统文化、艺术教育
的品牌栏目。而2018年新的“每日
诗品”昨天也已上线。据悉，主办方
考虑结合大赛在今年的每日诗品中
增添经典文赋内容。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拥有大量的历史人
文地带，如何让这些曾在历史舞台上
留下过辉煌记忆的地点，继续“有文
化”下去，尤其是“文创50条”明确提
出要求后，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和文化
机构也就这个问题动了不少脑筋。
上海民族乐团、上海音乐厅等国有院
团，也在此要求下进行了尝试，昨天，
针对市民的全公益“思南赏艺会”首
场演出在思南公馆举行，民族乐团的
音乐家演奏了众多经典民乐，而复旦
大学著名教授葛剑雄则应邀讲述民
乐与历史人文地理的讲座。“除了欣
赏音乐，更主要是让观众理解我们的
文化传统。”他告诉青年报记者说。

历史人文建筑应和文化交融
在“文创50条”中，上海明确提

出要优化文化消费条件、营造文化消
费环境，而那些原本就颇具文化底蕴
的场所，更是被鼓励和各文化机构合
作，为市民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其
中，第37条要求“落实国家《关于推
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的若干意见》”，“支持社会力量在大
型商业综合体、中心城区户外空间举
行艺术展览和演出活动”；而第38条
则要求，“构建社会、企业、市民、政府

“四位一体”的文化惠民新模式。鼓
励结合各类节庆、展览活动，推出一
批主题鲜明的文化消费活动品牌”，

“鼓励经营性文化设施、大型文艺院
团、旅游景区（点）等提供优惠或免费
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上海音乐厅负责人告诉青年报
记者，他们在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与思南公馆的
支持下，创办了“思南赏艺会”，因为
思南公馆北临孙中山故居，中国共产
党上海办事处“周公馆”比邻而居，近
代历史名人柳亚子、梅兰芳等曾先后
在此居住，成为上海市中心集人文、
历史和时尚底蕴于一身的文化地带，
正是“文创50条”所要求的。

“我们的设计是，以精致、典雅、
时尚的演出呈现，打造上海城市文化
品牌，丰富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发
展内涵，不断满足市民大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上海音乐厅负责人说，

“而且我们秉持的是‘演出+’的概念，
力图多维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魅力——并非简单将不同门类的艺

术拼凑，而是从整体上进行创作、设
计、编导，从而形成全新的文艺作
品。整个过程基本分为导赏、演出、
体验三个环节，配合多媒体演绎，让
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美
感与趣味。”

文化的传统就是吸收融合
这跟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

移民史等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复旦
大学教授葛剑雄的观点也不谋而
合。他昨天应邀结合世界地理文化，
讲述了民族乐器如何通过丝绸之路
流传到中原地区与中华文化进行融
合、发展、创新，勾勒出多姿多彩的文
化变迁发展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发展历程。“文化和历史是分不开的，
我来讲讲历史，就能让大家知道，自
己喜欢的乐器是怎么来的——其实，
现在的民乐，就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
之间，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

昨天的音乐部分，来自上海民族
乐团的琵琶演奏家周韬，二胡演奏家
陈艳、卢璐，青年扬琴演奏家曹蕴带
来了《二泉映月》《听松》《葡萄熟了》
《赛马》《汉宫秋月》《新翻羽调绿腰》
《江河水》《十面埋伏》等祖国各地耳
熟能详的民乐曲目。而葛剑雄就告
诉记者：“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传统文
化，但传统文化包含的文化很广泛，
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这种，还有民族音
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民
族文化中，和老百姓结合得很深。”

他说，我们现在讲民族文化自
信，但不要盲目自信，也不能以排外
为手段。“我们现在说‘华夏正声’，但
在研究了人文地理之后，就会知道，
我们的‘正声’其实是吸收了大量的
外来音乐。比如乐器，包括二胡、琵
琶，恰恰是从外界引进的。汉族文化
现今，但有所长必有所短，汉族比较
早形成了复杂的文字，七情六欲通过
文字宣泄、表达，很多其他民族没有
文字，表达比较简单，表达多的是用
声音、肢体语言和乐器，时间长了，在
音乐方面反而比汉族显得高明。我
们现在去一些地方，比较不发达，闭
塞，但音乐很发达，像非洲歌舞，用简
单乐器有令人震撼的效果。所以，我
们在历史上，就从未排除过借鉴人家
优秀的部分，也没有忘记把民族优秀
的东西介绍给人家，这样，文化本身
才能跟得上时代。”

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和历史人文
场所的结合，葛剑雄教授说，这对市
民、观众才更有意义：“这些历史就告
诉我们，我们要继承发扬，但过程中
也要一方面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一
方面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产生新的
东西，或者完成新旧融合。”

助力文创50条

上海文化新气象

传统历史人文场所怎么利用？

在民乐欣赏中理解文化传统

滑稽戏“快乐进乡”

在“诗文亭”共赴诗文之约

诗词文化普及“永不落幕”

民乐演奏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民族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