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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本次文华奖惠民演出将于5月
17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在上海大世
界、中山公园、火柴电竞馆三个场地
上演34场。为方便广大观众积极参
与，此次文华奖惠民演出活动的参与
方式为线上免费预约，观众可于即日
起在十二艺节官网（www.the12caf.
cn）或于5月8日起登录大麦网十二
艺节购票专题页关注剧目演出信息
并完成线上演出预约。预约中山公
园及火柴电竞馆演出的观众可于当
天直接凭二维码扫码入场，预约大世
界演出的观众须凭短信在大世界3
号入口领票入场。

群星奖惠民演出将于群星奖评
比期间5月18日至21日深入16个
区，举行24场惠民演出。84个决赛
参演团队，连续四天，走进企业、社
区、部队、学校、旅游景点，尽可能满
足更多观众的观摩需求，将群星奖成
果与不同人群分享。本次惠民演出
由16个区参与承接运营，除个别部
队专场不对外开放预约外，其余场次
各区居民皆可通过各区相关微信公
众号或文化云进行预约，具体预约时
间请关注相关公众号或文化云。与

此同时，群星奖还有13场惠民演出
通过国家文化云和文化上海云进行
现场直播（表格中标注“直”），让全国
更多观众共享群星盛事。

本次文华奖公益惠民演出中所
有的参演者都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名
家名团，演出类型涵盖舞剧、歌剧、
戏剧戏曲等，并将由剧团的艺术家
或专业人士进行现场讲解和导赏。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华表演奖获
奖演员将齐聚中山公园大草坪，以
一台文华表演奖集锦专场演出，向
市民观众展示新时代优秀文艺工作
者的风采。

群星奖惠民演出将决赛的舞蹈、
音乐、戏剧、曲艺四个艺术门类84个
节目打散，按照不同门类、不同省市
进行组合，组成音舞惠民场和综艺演
出惠民场，让更多市民从一场演出中
体味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各具特色的
文化，有歌声、有欢乐，也有深思，感
受与决赛截然不同的“滋味”。群星
奖体现国家群文创作领域的最高水
平，让老百姓看到这些精彩纷呈的源
于民间的创作，激发更多市民的艺术
创作灵感与热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现在“文艺速成”已经成为
一个现象，比如有的机构声称一点没有
绘画基础的人可以在一两天内画出一
幅颇像样的油画来。还有的琴行专门
教男生弹钢琴，连五线谱都不识的人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一首浪漫曲
子，讨女友的欢心。现在则出现了“文
学速成”，号称在一个月内就可有重量
级作品亮相。不过这到底靠不靠谱呢？

速成：30天内完成10万字小说
和其他那些“文艺速成”机构不

同，现在的“文学速成”机构大多没有
实体班，而所谓的培训大多是在网上
进行。但是速成的口号却同样十分
诱人。比如有一家机构就声称，没有
任何创作经验的人，参加了他们培
训，就可以在30天内完成一部10万
字的小说，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青年报记者对这些“文学速成”培
训机构进行了调查。他们大多声称写
小说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们会让学员
用几天时间构思故事、定大纲主线、设
置重要的情节事件。在余下的时间
里，工作日大概抽出10个写作时间段，
每次写2000至3000字，4个周末则每
次写2万字，这样1个月就可以写出10
万字。学费在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不
少培训机构暗示，指导老师会帮助学
员置顶小说大纲，安排情节事件，并且
甚至帮助控制作品的篇幅长度。

不过这一点颇让记者感到困
惑。如果小说大纲、情节事件都会有

人帮助安排，甚至具体创作都有人参
与操刀，那这个小说严格来说还是不
是学员本人的原创？这一点实在是
需要好好玩味的。

背后：会被“枪手”利用吗？
应该说，文学的创作和其他文艺类

型的创作有着很大不同。参加了速成
班，画了一幅油画，一般不会有人拿着
这画去销售，或者去参加美术家协会。
所以，有人担心所谓的“文学速成”的培
训会成为各种冒牌写手的摇篮。

资深文学评论人郭庆红对青年
报记者说，应该相信大部分“文学速
成”的机构是真的想让普通人实现自
己的作家梦，也不排除有人就是借此
来进行商业类小说的创作，这时学员
也就成了抄袭者，而那些培训机构的
老师也就成了帮凶。

当然，有不少评论家还认为，这
种“文学速成”降低了文学的门槛，让
人以为文学是什么人随便怎么样都
可以实现的事情。网络小说虽然是
零门槛，但是要成为可以签约作者，
作品的点击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
准。但是现在一个毫无创作经验的
人也可以在各种导师的帮助下完成
十数万字的长篇巨制，这会让人看轻
文学，是对文学的一种羞辱。

“这是快餐文化的一种体现，显
示了人们的功利心态，以及实现目的
的浮躁心理。”评论人吴辉一针见血
地表示，“如果文学可以这么轻而易
举地实现，那文学的尊严何在，文学
还有什么价值呢？”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
戏学校联合创排的大型红色海派原
创杂技剧《战上海》，5月7日到9日
在美琪大戏院连演三场，这也是静安
戏剧谷名剧展演的一部分。作为庆
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的上海重要红色题材
剧目，《战上海》无论内容的创作、舞
台的呈现，甚至剧场的选择都是别具
匠心，让人看到了上海杂技人对于国
家的一份深情。

《战上海》选择以美琪大戏院这
座老牌剧场作为首演之地是有深意
的。因为杂技剧里所表现的战争场
景有很多都在美琪大戏院方圆数公
里之内发生过。美琪大戏院正南方
向两公里，淮海路、巨鹿路、威海路一
线，当时我军第237团走在马路上，
感受着路灯的通明，一篇通讯写道

“这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在会
师时感情交流的象征。”《战上海》的
主线情节，正是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
众为保护发电厂等重要城市设施与
敌人展开险象环生的斗争。

用杂技剧的形式去表现战争的

恢弘场面，去刻画战争故事中的人
与事，这对海派杂技来说还是第一
次。在谈到《战上海》的创作时，上
海杂技团团长、上海市马戏学校校
长俞亦纲表示这是“非常之难”的一
次尝试。首先，“战上海”是真实历
史，留给舞台情节创作的虚构空间
很小。其次，杂技以往多展示技巧，
如何用杂技去塑造人物，讲述故事，
这是一个挑战。第三，在诸多红色
题材艺术作品中，要推出一台“叫得
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演出，这谈何
容易。

从《战上海》的首演来看，几十次
推翻重来的剧本还是站得住脚的，可
谓故事性强、感染性强、人物鲜明突
出。而演员的表演也充分地体现了
陈毅元帅的那句“瓷器店里打老鼠”
的名言，将高难度的杂技动作与故事
的讲述相融合，十分贴切，堪称完
美。而且演员不仅融入了大量杂技
的动作，有时为了叙事，还会加入一
些舞蹈元素。所以，《战上海》已经不
是一部杂技动作的组合，而是有杂技
的亮点，又能讲述故事、体现精神的
杂技剧。这无疑是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的一大成果。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公益惠民活动启动预约

推进文化惠民 打造身边的艺术节

30天内写出一部10万字的小说？

“文学速成”靠不靠谱？

70年前战上海
今天海派杂技来表现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即将在沪拉开
帷幕，为更好地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
节日”的办节宗旨，组委会积极推动十二
艺节优秀作品进入社区、校园、商场、公
园、部队、企业开展惠民演出和活动，让艺
术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青年报记者 陈宏

70年后的华灯之夜，借助舞台“穿越”到那个生死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