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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盛况空前的京剧舞台

从人民广场步行不到 10 分钟，就可以走到
位于牛庄路 704 号的中国大戏院。从外观上看，
这座戏院依然体现着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建筑中
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国大戏院始建于 1930 年，原名“三星舞
台”，1944 年更名“中国大戏院”。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它与文明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
台，并称“上海四大京剧舞台”。

作为南北京剧名家非常青睐的京剧舞台之
一，京剧名家厉慧良、马连良、梅兰芳、孟小
冬、李玉茹、周信芳等都曾在中国大戏院献
艺。20世纪 40年代中期，梅兰芳、程砚秋、李
少春、马连良等名角更是常常在此登台演出。
这里见证过许多历史时刻，如马连良抱病演
出、梅兰芳和梅葆玖父子首次同台、“冬皇”孟
小冬告别“绝唱”等，一时盛况空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的文化生活
需求开始出现多元化。上世纪 90 年代，剧院因
演出模式单一，一度陷入困境，此后剧院进行
了第一次改建，引入电影放映功能，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豪华影城的兴建，中国大戏院
逐渐辉煌不再。

如何既保留原汁原味，又符合现代观众的
需要？2012年 10月，作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
力区”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上海黄浦区委、
区政府决定全面启动中国大戏院修缮改造项
目。历经 6 年匠心打磨，这座拥有 88 年历史的
老剧场，重新揭开帷幕。

造得漂亮，更要演得漂亮

为了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内一流的、
以戏剧演出为主体的专业剧场，中国大戏院在
建筑结构方面参照 20 世纪 30 年代初建时的设
计，恢复3层观众厅的格局；保留外立面及主体

结构，按历史原样恢复了外立面尖塔；在舞台
前方新增升降乐池等。

在室内设计上，中国大戏院采用了“风格
性修复”的思路：正门大厅的大理石地坪上镶
嵌着半幅太阳花三星图案，与建筑双塔正立面
图案上下呼应；而最为美轮美奂的当属剧场观
众厅穹顶，中心错落有致的两层共 32 瓣花瓣组
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在灯光的烘托下，高浮
雕莲花纹光影透叠，层次分明而又工整细腻，
无处不彰显“中国大”的戏院魅力。

经过整体改造后，中国大戏院配备了国际
顶级的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主体建筑面积达
到5320平方米，拥有座位数878座。坐席与表演
舞台非常贴近，便于演员与观众直接互动，适
合各类音乐剧、歌舞剧及其他舞台剧演出。

“我们不仅要造得漂亮，更要演得漂亮。”
上海大光明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沈为
民说，中国大戏院将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
导，借助外力，市场运作”原则，根据自己的
优势和特点，定位于以综合戏剧演出为主的中
型专业剧场，与周边剧场形成错位竞争。

做既有演出又有作品的剧场

为了让世界戏剧走进中国大戏院，也为了
让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中国大戏院将通过3年左
右的时间，着力打造一年3个演出季即“中国大
戏院国际戏剧邀请展”“中国大戏院新人新剧邀
请展”“中国大戏院创新戏曲邀请展”品牌，最
终形成既有剧场演出又有作品出品的特色剧场。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大戏院特聘国家话
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作为艺术总监，负责中国
大戏院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以及今后3
年3个演出季的剧目运营。聘请艺术家作为剧场
的艺术总监，是艺术界流行做法，有利于通过
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和艺术号召力整合资源，
形成品牌。

以此次开幕演出季为例，田沁鑫邀请了来
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
波兰、立陶宛及中国等 9 个国家、超过 20 部以
上的精彩剧目亮相国际戏剧邀请展，演出场次
共计50余场，将从6月持续到9月底。

国外部分，可谓大师云集，包括美国普利
策戏剧奖获奖作品《耻》、日本静冈县舞台艺术
中心 （SPAC） 根据卡夫卡经典小说改编的 《变
形记》、纽约时报剧评人优选剧目 《西方社会》
等剧目，其中多部是亚洲首演或中国首秀。中
国部分有话剧 《花吃了那女孩》《山居》《澡
堂》《平行宇宙爱情演绎法》《狂飙》《都市生存
手册》，戏曲“余脉相传”王珮瑜京剧骨子老戏
展演，以及舞蹈陶身体 《4》《5》 等。演出期
间，同时还将有超过 15 场的演后谈、演前导
赏、艺术课堂、表演工作坊等衍生活动。

“88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大戏院为上海国际
文化大都市积淀了珍贵的文化艺术的历史记
忆。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和文化滋
养，让有文化、有传承、有故事的中国大戏
院，传承创新、继往开来，在新时代焕发光
芒。”田沁鑫表示。中国大戏院成为中国文化的
传承地、中国原创戏剧的孵化地、国内外精彩
剧目汇聚地、青年戏剧人的实践地，是她未来3
年的目标。

近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同意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
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
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此，我
国又多了个节日。消息一经发布，
便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有人为此叫
好，认为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为农
民设立节日，具有重要意义；也有
人提出疑议，认为农民丰不丰收与
节日无关，这个节日对农民意义不
大。而在我看来，这个节日的设
立，不仅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
果与趋势：对人的生存选择、生活
方式的一种尊重和价值肯定，更是
当前我国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一
种反映与表达。

众所周知，秋分是我国农历
“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六个节气，恰
好是从“立秋”到“霜降”这90天
的一半。秋分时节，风和日丽，丹
桂飘香，蟹肥菊黄，正是一派瓜果
飘香谷满仓的丰收景象。传统意义
上，秋分既是秋收冬藏的终点，更
是春耕夏种的起点，正如我国华北
地区的一句农谚所言及的：“白露
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因
而，国家将每年的秋分设立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对传统“二十
四节气”这种古人智慧结晶的致敬
与传承，同时更加体现了当代中国
人知晓自然更替，顺应自然规律和
适应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观。

“农民丰收节”的设立，不仅具
有当代意义，其文化传承意味更加
浓厚。一方面，对于有着数千年农
业文明的古老中国而言，这个节日
的设立极具一种仪式感：春种秋
收，春华秋实，一年的辛勤耕耘，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最能体现出丰
收的喜悦。同时更是当代人准确把
握住时节规律，用现代思维点缀传
统文明的一种上佳表现，将每年的
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节气时令“摇身一变”，成了
具有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这从
某种程度上，恰是传统文化有机融
入现代生活的一种契机与自然而然。

学者刘梦溪在 《传统的误读》
中曾指出，“文化秩序中既有累积的
旧传统，又有正在衍生的新传统，
这两部分也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

系，通过互相制衡以保持文化发展
的渐进性。”不可否认，乡土中国仍
有太多亲切、太多值得回忆的乡俗
民情。正是这些“乡俗民情”，其间
透出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经世致
用、为人处世的智慧、圆润和温
情。乡俗与传统并非铁疙瘩一块，
它们同样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拓
宽自身内蕴而积极吸纳现代内容，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恰到好
处地验证了这一点。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习
俗，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习俗，其
固然有多种形式，但它们与过去都
有着血肉联系。“农民丰收节”的设
立，不仅是一次节庆，更是一种提
醒。是对传统文化的提醒、是对过
往民俗的提醒，同时也是对当代农
业、农村、农民关注的提醒。做出
这样的提醒，不是为了回顾、缅怀
与热闹，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迎接未
来、走向未来。

（作者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
院副教授）

今年年初，一档名为 《谢谢
了，我的家》 的华人家庭文化传承
节目获得广泛好评，54位海内外不
同领域的嘉宾在节目里分享了他们
的家庭故事。朴实的表达、深情的
回忆，串连起中华传统家风的脉
络。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
名图书，并举行了“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谢谢了，我的
家》新书发布会”。

《谢谢了，我的家》 这本书以
54个人物故事为主体，打破节目播
出顺序，恢复了部分没有播出的访
谈内容，围绕中华优秀品质及其传
承方式，分成“为国为民”“矢志不
移”“谋时而动”“言传身教”四大
版块展示，同时增加了古诗文经
典，溯源中华家风。

在“为国为民”版块，朱德之
孙朱和平回忆了朱德元帅个人简朴
的一生，总结出朱家“立德树人，
勤俭持家”的家风。“矢志不移”版
块，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回忆
起母亲的顽强精神对自己的影响。

“谋时而动”版块，谭门第六代传人
谭孝曾向读者展示了以“严”字传
家的京剧世家。“言传身教”版块
中，汪朗回忆起父亲汪曾祺在艰难
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人

生态度。
与电视节目访谈的对话体不

同，《谢谢了，我的家》这本书在形
式上改用故事体，回归传统的叙述
方式。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康震表
示，《谢谢了，我的家》以小家文化
见大国气质，变抽象精神为具体事
件，用平淡朴素的家庭风貌串起厚
重深沉的中华文明。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副台长魏地春认为，《谢谢了，
我的家》 找到了“家”这个重要的
文化基因，找到人们的情感认同，
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当天，数位讲述者还到现场分
享了他们关于家庭、家教和家风的
感悟。齐白石大师的孙女齐慧娟现
场泼墨画虾，分享与父亲的生活趣
事，展现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
庭；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始
会长耿瑩回忆了父亲耿飚将军对自
己的严格教育，缅怀了父辈们的家
国情怀；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墉
讲述了孔府“诗礼传家”的趣事，
分享了他对孔家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沙祖康表示国际大变革时代，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迫切需
要认识中国，这本书的出版有利于
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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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后重装开锣

上海中国大戏院“真有戏”
□ 本报记者 郑 娜 王 珏

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带，藏着一座

以“中国”命名的剧院——中国大戏

院。这座拥有 88年历史的建筑，毗

邻人民广场和南京路步行街，是全国

仅有的两座带有“中国”名称的历史

性老剧场。6月22日晚，修缮一新的

中国大戏院重新开业，并随即开启开

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的大幕。

《谢谢了，我的家》

从荧屏到图书的家风溯源
□ 田晓凤

大型澄泥砚作品 《永远盛开的焦桐花》，
日前在河南省新安县问世。

该作品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
澄泥砚之乡领军人物游敏的百部大型澄泥艺
术作品 《老家河南》 系列第六十四部，材质
为黄河澄泥。作品设计以山为砚形，在朵朵
盛开的焦桐花的辉映中，焦裕禄等人民公仆
浮雕群像傲然屹立。作品意在歌颂焦裕禄无
私奉献、勤政清廉的公仆情怀。

游敏上世纪 70年代初涉足“新安窑”陶
瓷业，致力于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澄泥砚的挖
掘、传承、创新和研制。在传承历史上“虢
州澄泥砚”古老核心技艺的基础上，推陈创
新，窑变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丹青逸韵、水
墨幻境、云水风度。上世纪 90年代，游敏创
新研制出砚史上最大的一方澄泥砚《家》，尺
寸达120×80×26cm，重达180千克，被列为
香港回归祖国五件珍品之一。 （晓 蔓）

《赤龙》影视项目日前在上海电
视节期间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方块
字影视传媒 （上海） 有限公司、上
海大音曦生影业有限公司、财新传
媒以及厚朴投资联合出品。

《赤龙》 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苗棣创作的以明朝为背
景的历史悬疑小说，该小说以明英
宗“夺门之变”为背景，通过天顺
元年 （1457年） 正月里一系列悬疑

案件的侦破，叙写当时朝堂的波谲
云诡。小说以正史为宗，力图描绘
当时京城内外真实的生活图景。

启动仪式当天，苗棣、金宇澄
等作家以及“方块字”董事长方
涛、“大音曦生”董事长孟睿镝、

“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等影视传媒
界人士，还就历史题材文学的影视
改编进行探讨。

（文 杰）

大型澄泥砚作品

《永远盛开的焦桐花》问世

大型澄泥砚作品

《永远盛开的焦桐花》问世

小说《赤龙》启动影视项目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论坛”24 日在北
京举行。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主
办，来自政府部门、学界、业界的50多位代
表共聚一堂，探讨这一领域目前遇到的挑战
及对策。会后，相关论文将正式结集出版。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动作密集，投
入不少。如何建立有效的走出去机制，提升
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并取得预期成
效，越来越成为各方面高度关注的问题。会
上，文化部原副部长孟晓驷介绍了关于中
俄、中法文化年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金元
浦教授认为，互联网文化产业有望成为文创
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中国传媒大学李怀亮教
授认为，我国现行文化政策中有许多是不利
于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应该制定国家层
面的完整系统的走出去政策体系和走出去政
策绩效评估体系；南京大学顾江教授收集了
大量数据，对孔子学院、文化距离与中国文

化产业出口战略进行了量化研究；北京外国
语大学何明星教授介绍了该校中国文化走出
去效果评估中心 6 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此
外，在分论坛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
中国电视剧、图书、音乐、电影等领域的海
外传播效果研究。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
力、中国媒体国际传播效果，分行业对图
书、电影等走出去的评估实践和学术探讨，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仍然没有解决下面这
些基本问题：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浩瀚博大，
评估对象如何选择？对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
项目和文化行业，需要使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和评价指标，这些不同的指标该如何整合？
仅凭单一数据来源的评估办法已经成为历
史，面对已经发现的上百种公开数据来源和
将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该如何整合分析？
要克服这些难题，创新文化走出去评估理论
和体系十分必要且紧急。

文化走出去需重视效果评估
□ 本报记者 巩育华

文化走出去需重视效果评估
□ 本报记者 巩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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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涵盖青春创业、职场情感、美
食艺术等话题的时尚励志剧，正在湖南卫视
青春进行时剧场播出的 《像我们一样年
轻》，贴合当下年轻人的人物设定和价值
观，在青年观众中引发关注。

《像我们一样年轻》 将男女主角设定为
“网络画商”和“私人定制厨师”，这虽然不多
见，却符合当下定制服务兴起和网络飞速发
展的时代背景。两个人物描摹的实际上正是

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奋斗、追求梦想的“拼二
代”形象。

剧中，两位主人公的创业面对餐饮店停
业休整、竞争对手步步紧逼、主厨师傅味觉
失灵等状况，种种不利局面一次次向两个缺
乏经验的年轻人发起挑战。 （梅 川）

▲中国大戏院重装后的外观

▲剧场内部 郑 娜摄

《像我们一样年轻》

描摹当代青年群像

▲水稻收割 周海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