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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目前上海最重要的民间
相声团体之一田耘社日前和上海文
联达成协议，从9月份开始，每个月
在文联的上海文艺大厅举行一场相
声专场演出。田耘社班主赵松涛在
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民
间相声团体最大困境就是展示平台
的缺失，虽然演员们一个个身怀绝
活，但如果没有地方展示，那么就是
对人才的浪费。

要“知识相声”，不要插科打诨
前不久，青年报记者看了一场田

耘社的专场演出，一场下来在捧腹之
余竟觉得受益匪浅，听相声还能涨知
识，这在其他相声团体的演出中是很
少见的。有一个相声名为《为您服
务》，是赵松涛和搭档高瑞合说的，在
其中赵松涛不仅表演了快板，还将快
板诞生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
很多知识点是闻所未闻的。在整场
演出中，赵松涛还向听众普及了孔子
的《论语》，《论语》是如此高大上的儒
家经典，却也能说出幽默来，让人在
欢笑中对古人的智慧生出了几分崇
敬。

现在各种民营相声团体很多，说
相声的内容质量却参差不齐。有的
相声演员认为相声就是搞笑，就是插
科打诨，所说的也甚是无聊，甚至于
为了吸引听众，把剧场的大门一关，

说一点加了“颜色”的猛料，这种情况
也时常有的。但是听田耘社的相声，
却如同上了一堂知识课，作为市井艺
术的相声竟有一点学术的气息，如沐
春风。

赵松涛对青年报记者说，不敢说
“知识相声”就是将来的趋势，就他个
人的艺术追求来说，是努力的一个方
向，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相声”的受
益者。“我现在所了解和熟悉的一些
人文历史、民风民俗、文字游戏、戏曲
曲艺行的趣闻轶事等，都是从相声中
获取的。”赵松涛说，应该说“知识相
声”一直就是相声的一个传统，前辈
艺术家如张寿臣、郭荣启、马三立、侯
宝林、刘宝瑞等等，他们的作品中有
很多这些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只是
这样的传统，在近年被淡化了，这与
相声演员对于生活积累的缺乏有很
大关系。而田耘社目前就在努力恢
复这样的传统。

扎根上海就要讲上海故事
赵松涛认为田耘社所说的相声

大多是演员们自己原创的，这群70
后80后年轻人虽然都不是上海人，
但他们热爱这座城市，创作了很多体
现本土文化的作品。赵松涛骄傲地
说，田耘社的原创作品每周演一场，
连演3个月可以不重样。

在滑稽界有一种说法叫“滑稽不
过长江”，意思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滑
稽艺术只能在长江以南演，在北方是

难以扎根的。相声是北方艺术，虽然
相声的语言南方人也能听懂，但是相
声中的很多浓郁的北方文化，南方人
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如何
让相声在上海扎根，这是上海的很多
相声团体都一直在思考的。赵松涛
认为，相声是特别适合“讲故事”的语
言艺术，这种“讲故事”的特质，使得
相声的适应性很强——通过相声的
创作和表演技法，能为本土代言，就
能达到体现地域文化的目的。“就上
海而言，扎根上海的职业相声演员，
要从选择上海、了解上海、融入上海，
到赞美上海，在作品和表演风格中体
现上海城市品质，才是真正为上海代
言，讲上海故事，体现上海地域文
化。”

应该说，田耘社原创的相声作品
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海派气息。但是
光有体现上海文化的相声作品还不
够，赵松涛认为，要让相声扎根上海，
要让民间相声团体生存下去，还需要
有展示的平台，将这些作品传播出
去，只有具备固定场地，有规律的演
出，相声才能真正被当地人所接受。
而现在对于民间相声团体来说，一是
缺宣传资源，一个就是缺展示平台。
大剧场进不去，因为场租太高，只能
去一些社区剧场演出，但影响力有
限。目前，田耘社入驻上海文艺大厅
定期演出，或许这就是这家有14年
历史的相声团体扎根上海的真正的
开始。

法门寺琉璃器
见证丝路交流

琉璃晶莹剔透、花纹装饰繁复，
这件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在灯光
下映出幽幽微光。作为来自西方之
国的瑰宝，收藏于陕西法门寺博物馆
的古代琉璃器见证了一千多年前中
西方文明交流的繁盛。

“这批琉璃器有生产于公元5至
6世纪的东罗马琉璃瓶，也有公元9
世纪之前的伊斯兰特色的琉璃盘，还
有典型中国风格的茶盏茶托。”法门
寺博物馆副馆长任新来6日对记者
说。

1987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两千
多件唐代珍贵文物。其中发现用于
佛教供奉的一大批金银器、瓷器、琉
璃器、玉器等为世所罕见。这件八瓣
团花描金蓝琉璃盘就是这批出土的
20件琉璃器中的一件。

法门寺在唐代时是佛教重地，这
里供奉着经由西域传来的佛指舍
利。唐高宗、武后、中宗、肃宗等8位
皇帝在大约200多年间，每30年开启
法门寺地宫，以宝帐香舆迎佛指舍利
于长安、洛阳等地供养，这些琉璃器
就是随舍利供养的宝物。

在法门寺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琉
璃器中，有发现时代最早的釉彩玻
璃，也有具有明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
王朝特征的琉璃器皿，采用了吹制、
刻花、描金、釉彩等多种制作手法。
任新来说：“这些充满异域风格的琉
璃器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被当时
的皇室供奉到佛教寺院中，这说明早
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不同文化间
已经实现了高度的交流和融合。”

据新华社电

好莱坞又现中国元素
终于不再“打酱油”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由杰森·
斯坦森和李冰冰领衔主演的好莱坞
科幻冒险电影《巨齿鲨》即将在8月
10 日以全球同步的方式登陆内地
IMAX院线，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
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杰森·斯
坦森饰演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
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联手李冰冰
饰演的中国女科学家张苏茵营救被
困人员，却意外造成巨齿鲨逃离深海
的故事。

从《生化危机5》中“打酱油”，到
《变形金刚4》中女二号科学家苏月
明，再到《巨齿鲨》出演女一号海洋生
物学家苏茵，李冰冰在好莱坞影大片
中的戏份也是越来越重。谈到为何
参演《巨齿鲨》时，李冰冰笑称：“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驾驶水底滑翔
机。”

不过李冰冰也表示，自己并没
有打算去好莱坞发展，毕竟年纪不
饶人，“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都多
大岁数了，还跑好莱坞发展。”李冰
冰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好
奇的人，比较喜欢尝试一些自己没
做过的事儿。我只是希望我给自己
点压力，自己就有责任把这个事情
做好。”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成立于1978年的上海
译文出版社今天迎来40周年华诞。
作为一个重要的庆典活动，从8月8
日到28日，上海译文社将在思南公
馆举办回顾展和系列读书活动。其
中的一些活动还是今年上海书展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国内首屈一
指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出版领域涵
盖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以及外汉词典、外语教育用书、外国
文化生活图书、童书、时尚生活类期

刊和数字阅读产品，在学术界和读书
界赢得良好声誉，是上海的文化品牌
之一。在40年中，上海译文社推出
的一系列图书品牌，深刻地影响了读
者的阅读生活。包括“外国文学名著
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
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
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新英
汉词典》或《新英汉小词典》。据不完
全统计，在迄今约110位诺贝尔文学
奖获奖作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了其中60多位作家的作品。

此次展览的主题为“有我世界更
大”，分为“创立”“繁荣”“坚守”和“融

合”四个主题，全面展现上海译文社
改革开放同步，从文化复苏到繁荣发
展，从努力打造译文品牌到积极探索
转型之路，从经典传承到互联网+的
创新融合的奋斗历程，参观者还将看
到译文社签订的第一份国外图书出
版权协议、陆谷孙主编记录的工作日
记等珍贵史料。除历史回顾之外，展
览还设有“致敬前辈”“译文书房”“精
品图书陈列区”等板块。在“致敬前
辈”展区中，近百位出版人、翻译家的
简历和代表作被设计为可抽取阅读
的文件夹形式，参观者可以互动的方
式与大师“对话”。

相声在上海有没有市场？

海派特色是扎根上海的立身之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天40岁啦！

田耘社的相声里能听出不少上海味道。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