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文化万象
责编：黄敬惟 邮箱：hwbwybhjw@163.com

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近日，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杂技家协会
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
术·滑稽比赛在广东深圳举行，全国百
余位魔术与滑稽艺术高手齐聚，《天女
散花》《疯狂厨师》《争光》 等 10 个节
目获奖。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由中国文联和中
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
业奖项，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每
三年评选一次。

本届金菊奖评选活动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中国魔术、滑稽艺术创作实践的最
新成果，73 个节目申报参加全国魔术·

滑稽比赛，其中 32 个节目参加决赛，
最终7个魔术节目和3个滑稽节目获奖。

据介绍，本届参赛选手以 80 后、
90 后、00 后为主，在魔术比赛和滑稽
比赛中均占比较高。参与作品以魔术、
滑稽为表现形式，围绕传承中华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将魔术与滑稽的表现手
法有机地运用于主题表达、故事讲述及
人物塑造之中，提升了魔术与滑稽的艺
术性。决赛期间还举办了魔术和滑稽创
作研讨会、魔术古籍展和精品节目图片
展等活动。本次金菊奖比赛线上线下结
合，除了现场观看，观众还可通过网络
平台欣赏魔术和滑稽艺术的魅力。

近日，享誉世界的指挥巨匠祖宾·梅
塔抵达北京，率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
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为中国观众带
来多部经典音乐作品。

祖宾·梅塔 1936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
一个音乐世家，驰骋乐坛 60 余年，获
得无数殊荣，历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洛杉矶爱乐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纽
约爱乐乐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等知
名音乐机构的音乐总监，并五度指挥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祖宾·梅塔的指挥被
认为极富情感、个性与美感，他善于把
各国作曲家的作品消化为己用，继而又
把音乐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生动地表现
出来。

1998 年，祖宾·梅塔与中国电影导
演张艺谋合作，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
的歌剧 《图兰朵》 搬进紫禁城。“那一
次的演出是我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们
连演了9场，每场都有三四千观众”，时
隔多年，祖宾·梅塔仍然对彼时的氛围
和人们的热情印象深刻。

国家大剧院正式运营 17 年来，祖
宾·梅塔曾先后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
西班牙瓦伦西亚皇后歌剧院交响乐团、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知名交响乐团于
此间登台，还曾参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
歌剧 《阿依达》，在这方舞台上留下了
许多璀璨的音乐记忆。

回忆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祖
宾·梅塔难掩兴奋地说：“我在这里指挥
过最棒的 《阿依达》。”他坦言，从意大
利斯卡拉歌剧院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
自己曾指挥过多场《阿依达》，“但2015
年国家大剧院版 《阿依达》 首轮演出是
最棒的”。

此次随祖宾·梅塔到来的佛罗伦萨
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曾由他执掌32年
之久，默契十足。与他们一同到访国家
大剧院的，还有国际乐坛两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钢琴家瓦妮莎·贝内利·莫塞

尔和小提琴家阿米拉·阿布扎拉。自6月
21日至23日，音乐家们接连上演3场音
乐会，奏响贝多芬、肖邦、德沃夏克的
多部经典之作。

3 场音乐会的主题分别名为“激情
旋律”“巅峰回响”和“浪漫华章”。首
场“激情旋律”上演了肖邦的 《第二钢
琴协奏曲》 和德沃夏克的 《第七交响
曲》。前者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
至今都是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
曲之一，钢琴部分无论是从纯技巧还是
从综合技术上讲都具有相当的难度，独
特和声语言中的丰富色彩，在钢琴家与
乐团的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者融
入了捷克民间音乐的元素，传递了19世
纪末欧洲民族主义音乐的繁荣景象，呈
现出辉煌的交响乐画卷。“坐镇”中央
的祖宾·梅塔以精准简洁的手势操控全
局，从庄严的第一乐章开始，音乐转折
起落，充满力量的末乐章则像突破了晦
暗的暴风雨，终于奔向光明辉煌的胜
利，最后的音符落地时，台下爆发巨浪
般的喝彩，观众被大师的精湛技艺所折
服，欢呼声此起彼伏。

第二场“巅峰回响”上演贝多芬的
两首经典作品——《D 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和《A大调第七交响曲》，前者作为
贝多芬惟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柔
美、规模宏大，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
之王”，后者充满了热烈的舞蹈节奏，
瓦格纳曾评价这部交响曲是“舞蹈的颂
赞”。第三场“浪漫华章”再续前章，
上演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贝
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3 天的重磅演出令人惊叹。88 岁高
龄的祖宾·梅塔精力依然充沛，他表示
自己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精力，源于对
音乐事业全情投入的热爱，“这是我的
力量源泉”。祖宾·梅塔计划明年再与乐
团来到中国巡演，他说：“希望到时
候，我们能以最好的风貌和大家见面。”

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 记录了哪些内
容？这部书的独到之处有哪些？

喻静：《昆曲口述史》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9年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
目，至课题成果正式出版，整个过程前后历时
长达14年。

昆曲艺术有着 600 多年历史，《昆曲口述
史》团队用14年坚持完成这部当代昆曲从艺者
的自我展示，助力推动昆曲这一传统戏曲的当
代延续。

《昆曲口述史》 的采访对象涵盖了 2010年
前后活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北方昆曲剧院、上
海昆剧团、苏州昆剧院、江苏省昆剧院、浙江
昆剧团、湖南省湘昆剧院、永嘉昆剧团等昆曲
院团的昆曲从业者，以及相关昆曲艺术和理论
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和录音、录像。最后
呈现在这部口述成果中的昆曲人数总计 140余
人，其活动分布区域涉及北京、上海、杭州、苏
州、南京、温州、金华、长沙、重庆、石家庄、高阳
等地，为昆曲艺术保存和抢救出了大量珍贵
的、鲜活的口述资料。煌煌 300 万字的资料，
足以见证前辈们为昆曲传承所付出的心血、所
留下的重托。

刘祯：相较于以往及其他研究，《昆曲口
述史》在访谈对象方面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
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除了昆曲主要院团
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昆 （指相对更贴
近生活、雕琢较少的昆曲表演形式） 与地方戏
昆腔中的艺人。从采访对象的身份来看，不仅
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
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

在我们看来，即使某个剧目可能演得不多、
演员也不是很有名气，但只要从剧目表演的传
承角度看有研究价值，就应当去采访他们，留下
相应的信息以供后人所用。

主持人：进行《昆曲口述史》的记录过程
中，都有哪些不易？

刘祯：《昆曲口述史》 的完成，对昆曲的
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立项后，开完开题
会的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一些昆曲老艺人离世
的消息，这样的情况在课题完成的过程中时有
发生。

记得当时我们课题的一个小组准备到浙
江海宁采访老艺人周瑞深，打电话相约时，
周老先生还对我们表示欢迎，但等到小组赶
到浙江，周老先生却已经去世。在本书出版
后，我们做了不完全统计，已经有 30 多位接
受采访的老艺术家离世，因此该书是对老艺
术家人生经历的重要保存和记录。

喻静：在这14年间，有不少已经联络好准
备进行口述的昆曲人，没有来得及访谈就不幸
离世；还有一些进行口述访谈的昆曲人，没有
等到口述成果的出版。这些不可弥补的遗憾，
正说明了《昆曲口述史》所做工作的及时、重要，

那些曾经在昆曲艺术传承和发展中作出重要贡
献的前辈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我们重逢。

探索口述史研究

主持人：近年来，口述史是一种颇受关注

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一些争议。《昆曲口述
史》在完成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探索？

谷曙光：十卷本的《昆曲口述史》具有方
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它为戏曲的口述史立了一
个标杆，代表着戏曲的口述史理论在某种意义
上实现了中西合璧，树立了可以传世的一种标
识和标志。

从阅读的层面来说，140 余人规模的口述
史，好看、耐看，引人入胜，很有亲和力，以
故事细节取胜。10本书当中，读者可以从自己
感兴趣的艺人、曲家进入，反复推敲读出味
道、读出感觉。这套书的受众面是广阔的，它
呈现出来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整个剧种多方
面、系统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这是一部多个体的生命史，140 多个曲
家、艺人、研究者，是“多声部大合唱”，让
我们得以感受 100余年间昆曲艺术发展传承的
温度和脉搏。

刘祯：口述史是一份宝贵的文献库。与书
面记忆不同，口述史有更多细节，可以活化历
史情境，也能够校正和补充历史记忆。

当然，口述史也存在一些局限。对于同一
事件，不同的当事人出自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
看法和表达。同时，还有书面记忆向个人记忆
的渗透和转化，当事人可能阅读报道、阅读各
种历史，然后这种记忆会渗到个人记忆，从而
被误认为出自个人记忆，这是我们在工作中需
要注意的。

此外，口述者在表述中，也可能很随机、
偶然地或者因某些内在原因对一些历史信息或
事件进行隐藏。隐藏的部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
挖掘的，这是作为研究者的工作之一。

同时，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也不容忽
视。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
贯》，当时在排演过程中，演员并没有预料到
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如今回想起来，
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乃至整个昆
曲事业和昆曲的发展形成了如此巨大深远的影
响。在口述史的记录和研究中，这些因素所起
的作用值得重视。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 的学术和历史价
值都有哪些？

郭义强：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记录，《昆曲
口述史》 项目包含了很多专业的录音录像材
料，这些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李敬泽：从学术角度来看，《昆曲口述史》
为开辟更多昆曲研究角度打下了基础，我们应
当在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去进行更多考证、
比较、甄别、归纳等。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如同
开垦出一块田地，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者的不懈
耕耘，对此我非常期待。

昆曲不仅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更保留
着无限生命力和可能性。所以实际上这本书也
为展开昆曲当代史叙述提供了良好基础。

见证助力昆曲传承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 的完成出版对于
未来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意味着什么？

谷曙光：《昆曲口述史》 是与事件史互
文、相互勾连的。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还是对李慧娘鬼戏的
讨论、批判，再到新世纪青春版《牡丹亭》的
热演，乃至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等，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对这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这
些不同角度的讲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剧
种100多年来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郭义强：我们常说打造精品，十年磨一
剑，但真正花费十年以上功夫打造一部图书并
不容易。这套书前后用了14年，采访涉及多个
省份，形式包含文字采访、录音、录像，工作
难度可想而知。

《昆曲口述史》 的特点是系统、细致、鲜
活，为每位采访对象做采访小结、整理出关键
词，不仅展现了工作的认真细致，也为今后作
为学术资料使用提供了便利。书中保留了访谈
中很多鲜活的内容，原汁原味，生动感人。我
想，这套书对从事舞台艺术、戏曲特别是昆曲
的年轻一代，具有很好的学习借鉴作用。更重
要的是，它还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
是对很多年事已高受访者最后的采访记录，堪
称珍贵。

李敬泽：昆曲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集中
体现，学习昆曲也是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过程。《昆曲口述史》 不仅采访了名角，也对
昆曲发展史中各个环节上的当事人均有所涉
及，完整地呈现昆曲艺术百年来的整体生态和
发展。

昆曲的历史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是面向
当代敞开的历史，所以，《昆曲口述史》 的出
版为我们展开昆曲当代史的叙述，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基础。

祖宾·梅塔：

“以最好的风貌和中国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郑 娜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揭晓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揭晓

主持人：姚巍 黄敬惟

专家（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郭义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李敬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

会会长，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梅兰芳纪
念馆研究员，《昆曲口述史》主编之一）

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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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口述史》书影。
安徽文艺出版社供图

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也是首批被列入联合
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从“一出戏
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到持续热演的“青春版”《牡
丹亭》，古老的昆曲不断绽放出别样风采。

去年底，历时14载的《昆曲口述史》由安徽文艺出版
社出版。该书共10卷，300余万字，通过对140多位有影响
力的昆曲相关人士进行系统深入访谈，记录呈现鲜活个体
人生经历和真实历史细节，反映当代昆曲发展的整体面貌
和历程，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获奖魔术节目《天女散花》。 中国杂技家协会供图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获奖魔术节目《天女散花》。 中国杂技家协会供图

演出现场。 国家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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