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7 日，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

本届戏剧节有来自 11 个国家的 24 部特邀剧目， 将带来 86 场演

出。 同时，汇聚各种艺术形式的 2000 场古镇嘉年华演出也将精彩

呈现。此外，还有 18 部青年竞演剧目、11 场小镇对话、9 个戏剧工

作坊展演、38 场朗读会等丰富内容。 图为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

的踩街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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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艺场同频“上海时间”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

����巨型卷轴静立舞台两侧，一幅宋

代美学画卷将启，“新国风” 舞剧《李

清照》踏着天青色烟雨而来……北京

人艺携《茶馆》等 5 部大戏在艺术节

期间首次来上海驻演，维也纳爱乐乐

团、伦敦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

等世界天团也将齐聚上海。 10 月 17

日晚， 第 23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将在上海文化广场拉开帷幕，全球艺

场同频“上海时间” ，艺术之城步入

“黄金档” 。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0 位艺术

家， 将参与 300 多项近千场各类演

出、展览活动。 主板块 57 台共 163 场

剧目中，境外演出占比约六成，在沪

首演比例超过 90%，“名团含金量”

“首演占比量” 创新高。20 项展（博）

览项目则囊括沪上顶尖艺术场馆与

艺术盛事，首展比例高达 85%。

聚焦

首演首秀选择申城

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上海歌舞团打

造的“新国风” 舞剧《李清照》，用舞蹈描

摹了 “一代词宗” 李清照饱满的精神世

界，展现宋韵文化、非遗文化及民俗文化，

焕新中国审美的世界表达、创新表达。 闭

幕式演出则为图冈·索契耶夫、 张昊辰与

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会。 “一中一外” 模

式，推动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艺术节构筑全球精粹集聚地。 继上半

年柏林爱乐乐团“驻演上海” 后，维也纳

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

团等世界天团也将来上海奉献精彩演出。

在 2024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

“柴赛冠军” 亚历山大·康托洛夫， 将和

“肖赛冠军” 拉法尔·布雷查兹在艺术节

上完成中国首秀。 芭蕾殿堂“双星” ———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马林斯基剧院

芭蕾舞团也将分别呈现 《斯巴达克斯》

《舞姬》等芭蕾经典魅力，展现世界顶级

舞团风采。

艺术节汇聚优质资源为城市 “引

流” 。伦敦交响乐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

团、 莎拉·张等名家名团在上海的演出均

为中国唯一一站，引发全球观众“蹲点”

抢票。

“上海主场” 佳作云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 10 周年， 一批紧扣时代脉搏的主

旋律作品充满正能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

活力。 展现 50 年城乡巨变的话剧 《生命

册》、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破冰》、讲

述中国铁路人创业史的音乐剧《逐梦》等

原创作品兼具思想性、 艺术性、 市场性。

《敦煌归来》《九歌》 等佳作展现中国文

艺澎湃的原创力，让人目不暇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然开启为期一

个月的“上海主场”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齐聚，《茶馆》《哗变》《日出》《杜甫》

《正红旗下》5 部大戏接踵而至。 舞台剧

《长恨歌》《繁花》《魔都俏佳人》及音乐

剧《爱情神话》等方言作品一展海派文化

独特魅力，“遇见‘京’ 彩人艺” 和“遇见

海派风华” 两大板块形成南北文化对话。

此外，还将同期举办“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

同心” ———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 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吸引欧洲艺术

节联盟等 500 家专业机构、2000 名业界

嘉宾，共同感知全球演艺脉搏。 与此同时，

艺术节还将与国际演艺协会签署 5 年战

略合作协议，召开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年会，打造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交流平台。

全城“艺” 路呈现新景

艺术节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发挥

优质资源“溢出效应” ，营造“全城有艺”

的文化氛围。 在“艺术天空” 品牌推出 10

周年之际，60 多台超百场演出将遍布全

城，在城市水岸、公园绿地、美育空间量身

定制具有区域特色的活动，并将优质演艺

资源送到百姓身边，持续打造“没有围墙

的剧院” 。

美育舞台将通过“学生观剧观展团”

“101 艺场” 等品牌项目，举办近 30 项 90

余场艺术教育活动。 文化惠民举措也将提

升“新能级” 。 艺术节将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 以平均半价的优惠力度推出

8000 余张优惠票。

升级文旅融合“流量口” ，放大艺术

节“引擎” 功能。 今年艺术节将通过江苏

无锡、浙江南浔、安徽黄山分会场，带动兄

弟省市文旅融合发展，并首次举办上海国

际数字音乐周。 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

际木偶艺术周等专业展演板块，将为年轻

人带来富有潮流感的艺术新体验。

构建文商旅融合“新场景” 。 艺术节

将与上海旅游节、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周、“2024 秋约魔都美术季” 深度联动，

首次推出“遇见敦煌”“英伦经典” 等主

题演展联票，串联起文博场馆、城市文化

新空间线路。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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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电影节日前公布 “金天使

奖” 入围名单，黔籍作家山峰首

次跨界执导的电影 《云在江口》

入围。

电影改编自山峰的同名中

篇小说， 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段纯美爱情故事：

青涩腼腆的男孩云栖在大学毕

业的人生岔路口时，从上海前往

贵州梵净山散心，邂逅了前来写

生的女孩抹茶。 两人结伴深入山

林，寻找传说中的鸽子花。 在充

满探险家精神的抹茶的带领下，

云栖逐渐打开自己，短暂的邂逅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山峰说，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三天

两夜里的爱情故事，他想通过这

个爱情故事来表达对人生的理

解：“人生不过三天两夜：昨天迷

茫找寻，今天相遇清欢 ，明天奔

赴离别。 ”

《云在江口》是首部在梵净山

取景拍摄的电影，作品就地取材，

把贵州山水的空灵、古朴、清幽展

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神往。

据悉， 中美电影节是推动两

国电影合作、 人文交流和文化互

鉴的民间平台，中国影片《中国

机长》《流浪地球》 等曾在该电

影节获此殊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黔籍作家山峰执导———

电影《云在江口》入围

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

时代文学成就展” 和“‘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 红色经典展” 10 月

14 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 本

次展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

时代文学成就展” 共分为“作品”

“时代”“人民”“世界” 四个单

元，展品达千余件，包含书籍、刊

物、照片、手稿、剧本、实物等类

别， 还搭配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图

像互动、 影视片段等数十处数字

化媒体展示区。 展品中，有茅盾文

学奖、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们的

手稿、 来自作家们的一手写作资

料、 众多在海外传播的精装文学

译本， 以及由文学改编为影视作

品的剧本等。

“‘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 红

色经典展” 展出了在新中国历史

记忆和精神生活中永放光芒的 8

部经典作品 （“三红一创” 即

《红岩》《红日》《红旗谱》《创

业史》，“青山保林” 即《青春之

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 展品中有作品的

手稿， 其中六部作品的手稿为中

国现代文学馆独有馆藏品， 与作

品版本、 连环画、 影视及其他周

边产品一起全方位展现红色经典

作品的风采。

开幕式上，作家阿英的长孙

钱荣毅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

阿英的《1949 平津日记》手稿，

这部日记记录了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的情况。

两个展览均持续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

刘江伟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开展

《李清照》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拉开为期一个月的第 23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帷幕。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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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首秀选择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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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中国审美的世界表达、创新表达。 闭

幕式演出则为图冈·索契耶夫、 张昊辰与

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会。 “一中一外”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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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2024 秋约魔都美术季” 深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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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展现 50 年城乡巨变的话剧 《生命

册》、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破冰》、讲

述中国铁路人创业史的音乐剧《逐梦》等

原创作品兼具思想性、 艺术性、 市场性。

《敦煌归来》《九歌》 等佳作展现中国文

艺澎湃的原创力，让人目不暇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然开启为期一

个月的“上海主场”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齐聚，《茶馆》《哗变》《日出》《杜甫》

《正红旗下》5 部大戏接踵而至。 舞台剧

《长恨歌》《繁花》《魔都俏佳人》及音乐

剧《爱情神话》等方言作品一展海派文化

独特魅力，“遇见‘京’ 彩人艺” 和“遇见

海派风华” 两大板块形成南北文化对话。

此外，还将同期举办“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

同心” ———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 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吸引欧洲艺术

节联盟等 500 家专业机构、2000 名业界

嘉宾，共同感知全球演艺脉搏。 与此同时，

艺术节还将与国际演艺协会签署 5 年战

略合作协议，召开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年会，打造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交流平台。

全城“艺” 路呈现新景

艺术节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发挥

优质资源“溢出效应” ，营造“全城有艺”

的文化氛围。 在“艺术天空” 品牌推出 10

周年之际，60 多台超百场演出将遍布全

城，在城市水岸、公园绿地、美育空间量身

定制具有区域特色的活动，并将优质演艺

资源送到百姓身边，持续打造“没有围墙

的剧院” 。

美育舞台将通过“学生观剧观展团”

“101 艺场” 等品牌项目，举办近 30 项 90

余场艺术教育活动。 文化惠民举措也将提

升“新能级” 。 艺术节将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 以平均半价的优惠力度推出

8000 余张优惠票。

升级文旅融合“流量口” ，放大艺术

节“引擎” 功能。 今年艺术节将通过江苏

无锡、浙江南浔、安徽黄山分会场，带动兄

弟省市文旅融合发展，并首次举办上海国

际数字音乐周。 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

际木偶艺术周等专业展演板块，将为年轻

人带来富有潮流感的艺术新体验。

构建文商旅融合“新场景” 。 艺术节

将与上海旅游节、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周、“2024 秋约魔都美术季” 深度联动，

首次推出“遇见敦煌”“英伦经典” 等主

题演展联票，串联起文博场馆、城市文化

新空间线路。 朱渊

首演首秀选择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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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演出则为图冈·索契耶夫、 张昊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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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

� � � � 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吐槽，花 60 元购门票在位

于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参观，发

现一个展览馆内看到的都是文物照片没有实物。

综合网民视频、网友评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回

应可以发现，馆方与游客之间存在一些信息差：馆方强

调应天门遗址博物馆的重点参观对象是位于一层的

“遗址区” ，而游客则认为“花 60 块钱如果只让我看土

墩墩，我觉得不值” ，于是把期望放在了二层展览馆。由

此可见，游客的批评和馆方的解释，是在“值不值” 这

三个字上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从游客视角看，博物馆是一个整体，在馆内任何一

处明显感受到“不值” 的体验，都应由整个博物馆来承

担。从馆方视角看，馆内某一处非常好，就自认为“值回

票价” 而忽略博物馆价值的全面性，这显然是错误的，

尤其在对外公开售票的前提下。

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国内 90%的博物馆已

经免费开放， 游客在有大量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的前提

下，仍然选择购票参观收费博物馆，出于信任的同时当然

也会充满期待。 因此，对于某些有可能会让游客期待落空

的地方，收费博物馆应尽告知义务。

其实，博物馆用照片替代实物，或者某个展品位空

置，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有的如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工作

人员所说，“隋唐洛阳城出土的文物目前还在文物局和

考古研究所进行研究” ， 有的则是展品被借往外地展

览。 如果照片代替实物的所占比例较低，游客虽心有遗

憾，但仍会持理解态度，但如果一个展馆里出现大量照

片代替实物、甚至全部空着的状况，就说不过去了。

除了展品要能实实在在地看到，博物馆的服务也要

让游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这次应天门遗址博物馆被

热议，一方面是照片太多实物太少，另一方面也是服务

出了问题。 售票时未告知，在馆内未及时解释，被吐槽

后没有拿出真诚的弥补办法（比如退票），都是服务意

识不足的体现。 巧的是，洛阳市委政研室微信公众号上

最近发布了 《关于深化博物馆体制机制改革的调研报

告》，报告指出全市博物馆市场化程度低、功能业态不

够丰富等问题。 这次应天门遗址博物馆被游客吐槽，可

归于市场化程度低的范畴， 暴露了该博物馆发展与服

务理念保守的一面。

另据报告透露，洛阳目前共有博物馆、纪念馆 102

家，其中，三级以上博物馆 17 家，数量居河南省第一。

数量如此多的博物馆、纪念馆，是珍贵的文化与旅游资

源， 但也容易造成管理失衡、 服务水平良莠不齐等状

况。 如果能够进行一些资源整合、标准统一、利益联结

机制的完善等，提升游客满意度、降低游客投诉率，也

许能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城市之光。

博物馆里看照片是缺乏服务意识的表现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