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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被列为中国文联扶青计
划资助项目的小剧场古装淮剧《画的
画》，昨天在东宫剧场首演。这部作
品也是上海今年迎“七一”的党建剧
目之一，由上海淮剧团和杨浦区文化
局、杨浦区文联联手打造。

据了解，《画的画》历经了两年时
间修改打磨，探索的是传统戏曲、传
统故事对于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启示
作用。担任《画的画》的编剧是上海
淮剧团副团长、国家一级编剧管燕
草。管燕草告诉青年报记者，《画的
画》是一出“借古喻今”的作品，说的
是一个小县官陈海山面对新皇寻找
《逐鹿中原》古画的圣旨，闻风而动，
不惜向皇上立下“生死状”，从而引发
一连串可笑可悲可叹的故事。《画的
画》注重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意味的开
掘，虽是一部古装戏，但主题极具现
实性，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又有着隽永

深远的意蕴和正能量。也因此，昨天
杨浦区纪委监委组织区内党政领导
干部、纪检系统干部等观看了首演，
作为今年廉洁文化进机关的重要活
动。

在“借古喻今”之外，《画的画》的
另一个亮点就是全部由青年人来进
行排演制作。该剧由国家二级导演、
知名青年导演吴佳斯执导，上海淮剧
团优秀青年演员陆晓龙、陈丽娟、徐
星辰、谭昀、陈锋、周喆主演。应该说
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成为了《画的
画》的排演主体。在演出中，这些青
年演员既体现出他们对于生旦净末
丑等戏曲传统行当的深入理解，同时
又给戏曲增加了时尚性，而这种传统
与现代交融的方式，又很符合小剧场
戏曲演出的需要，探索了用小剧场这
一艺术样式表现国家级非遗艺术的
当代可能性。

据了解，迎“七一”期间，7月2日
晚《画的画》还将在长江剧场黑匣子
演出。

淮剧《画的画》
“借古喻今”倡导社会正能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都说国内尤其是上海的
音乐剧市场越来越成熟，最明显的标
志是，引起市场热捧的，不再是“入门
级”或者“殿堂级”的老牌名剧，一些
百老汇或者伦敦西区的新兴大剧，也
被市场认可。这证明，观众们已经接
受了音乐剧这种形式，而不再只是

“赶时髦”去看几部耳熟能详的经典，
“这是音乐剧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
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国内引进方
不能总吃老本，去探索在如今的西方
很成功的新剧，是音乐剧市场未来肯
定要走的路。”著名音乐剧专家、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近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近年引进国内的音乐剧中，大
多数都有坚实的粉丝基础，如《猫》，
以及有同名电影、小说做支撑的《窈
窕淑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导致
引进方在宣传时有着同样的“套路”，

“都强调自己是经典剧、老剧，有过多
少年的巡演历史”，剧评人叶葳蕤总
结这些大IP的特点。

可在今年，引进音乐剧市场的风
向突然变了，不再是经典老剧一统天
下，“新剧”开始出现在国内市场。标
志事件当属诞生仅五年，却在欧美红
透半边天的《长靴皇后》将于夏天首
度来华。该剧讲述一家英国鞋厂的
另类复兴故事，主角之一的劳拉玩起
变装元素，帮鞋厂设计一款红色高跟
长靴，拯救了面临倒闭危机的鞋厂。
《长靴皇后》的舞台效果华美热闹又

欢乐，故事核心围绕爱、勇敢、尊重等
正能量主题，在欧美五年演出数千场
均爆满，已成为目前欧美剧迷的新
欢，成为“新经典”音乐剧的标杆性作
品，连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都是
忠实粉丝。

“其实百老汇音乐剧更新换代很
快，我们想让中国观众和百老汇‘无
时差’同步一次，不出国门也能有机
会看到现在世界上最潮的音乐剧。”
引进方负责人李真说，观众越来越知
道，“音乐剧不止有一种风格”。

叶葳蕤也表示，“我最怕的就是，
如果有观众第一次看的音乐剧是《歌
剧魅影》，他就以为所有的音乐剧都
应该是这个风格，然后用‘魅影’的特
点去套其他剧。”

当然，现在的音乐剧市场，还远
远谈不上稳定和庞大，也因此，经典
老剧在宣传上，会相对轻松，毕竟有
观众认知基础，而对多场次的新鲜大
剧来说，前几场卖给“识货”的粉丝没
问题，但观众人群是否足以支撑后面
的场次，也成为考验主办方的课题。

对此，费元洪认为，像去年《摇滚莫
扎特》的成功，可以给其他剧提供一种
范例，这些新鲜的大剧“都在85后和网
生代群体中有黏性非常高的粉丝量，很
可能开演后立刻在核心剧迷圈得到好
评，随后的场次纯靠口碑卖爆。”

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包括
《长靴皇后》在内的这类剧，必须在某
个圈层中很有影响力，而且质量也相
当不错的剧，具备通过口碑发酵、走
向大众，成为爆款的潜力。

上海音乐剧市场新动向

不再是殿堂级撑天下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中国青年美术最
高展——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
展览遇到一件尴尬事，一幅入选展览
作品，因涉嫌抄袭而被原作者和诸多
网友举报。而全国青年美展主办方
中国美术家协会已经发表声明，取消
抄袭画作的入选资格，并将其撤出展
览现场。画坛愈演愈烈的抄袭问题
由此浮出水面。

全国青年美展也有“李鬼”
这件事很简单但又很让人痛

心。此次全国青年美展上有一幅署
名郑硕的水彩作品《国风》，自展出以
后一直颇受争议，有网友认为，《国
风》抄袭了 2017 年“第四届另视界
——当代艺术计划展”和“2017年度
国际当代艺术展”中李芳创作的版画
作品《景-NO.2》。有参观者直呼：“重
复率该有90%了！”

中国美术家协会经过调查认为
抄袭结果成立，在针对此事的声明
中，中国美协除了对郑硕抄袭行为
进行严厉谴责外，也重申了将坚持
保 护 美 术 家 对 原 创 作 品 的 著 作
权。“对于我会组织的各类画展，一
旦发现侵权作品，将立即处理，绝不
姑息。”

虽然《国风》被撤下也有几天
了，但是有关这件事的讨论还在继
续。此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在众人瞩目的全国青年
美展上竟然也遇到了“李鬼”，由此也
可以看到绘画抄袭的问题已经到了
何种严重的地步。有网友指出，抄袭
者明明知道展出的作品会有很多人
看，但依然抄袭不止，完全可以说是
肆无忌惮。“他或许认为天下画作一
大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绘画抄袭可能比文字抄袭更严重
画坛的“李鬼”其实很普遍。青

年报记者在参观一些画展时，经常会
看到一些作品远看上去像是某些名
家的作品，但走近一看才发现作者其
实另有其人。而且和文字作品的抄
袭问题不同，文字作品的抄袭者往往
要找一些冷门的作家和作品来进行
复制，生怕被读者发现，而画作的抄
袭则显得堂而皇之，往往是识别度越
高的画家，越容易被抄袭。

青年报记者曾到一位青年画家
的画室探访。看到这位画家创作有
一个模本，正是著名画家岳敏君“大
狂喜”系列中的一张画，画中主人公
开口大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大
狂喜”系列是识别度很高的一张作
品，记者问他，如此参考借鉴不怕被
发现吗。画家说，任何一个青年画家
要想成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
且画家的风格本来都是相互渗透，不
分彼此的。画家很不以为然。

已经有人估计，绘画抄袭可能比
文字抄袭更严重。造成这样的局面
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份不以为然的态
度。无论是画家还是观众，都很少对
模仿抄袭进行举报的，就像他们对铺
天盖地的假画司空见惯那样（这次要
不是抄袭者实在抄得过分，而青年美
展又太受瞩目，可能就不会演变成社
会事件）。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绘画
抄袭的判断可能比文字抄袭更难，就
像那位画家所说，绘画风格本来就是
相互借鉴相互渗透。所以很少见到
因为绘画抄袭而去打官司的情况。

知识产权律师吴兴对青年报记者
说，和文字作品一样，美术作品也有著
作权。只是侵犯美术著作权的认定需
要量化，同时应该有一个专业委员会
来操作，就像各类司法鉴定那样。

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舞台剧《战
马》中文版将于8月8日起在国话剧
场进行第四轮驻场演出，并开启全国
巡演。

舞台剧《战马》改编自英国作家
迈克尔·莫波格1982年出版的同名
小说，讲述一战时一个男孩和一匹马
的真挚友谊，颂扬了和平、友谊、勇
敢、坚韧的主题，2007年被英国国家
剧院首次搬上舞台，2011年又被斯
皮尔伯格搬上银幕。

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
院合作演出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
是该剧继英语、德语、荷兰语之后的
第四个语言版本，自2015年9月在京
首演后，已在全国演出239场，观众

20余万人次，成为现象级舞台剧作
品。

国家话剧院党委副书记白雪峰
说，《战马》以深邃厚重的品格、关爱
生命的情怀、扣人心弦的情节、精美
的舞台呈现、规范的市场运作，成为
当代中国话剧市场中内涵与形式统
一、艺术与商业统一的成功案例。

“只有当我们的话剧作品不再一
味追求外在表现形式，而是追根溯源
地探寻内在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
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用人性光辉和
思想光芒直达观众的内心，中国话剧
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地迸发出
来。”他说。

据新华社电

国家话剧院《战马》将演出第四轮

美术展频频遭遇“李鬼”为哪般？
■文化动态

《画的画》是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