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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晚报记者 何小兵/
文、摄）为江南水乡古桥治印，通过
印存珍藏记忆，延续江南文脉。这
样的一种创意之举，昨天在宜兴美
术馆举办的宜兴百座历史名桥紫
砂印展上，成为成功实践。与金
石、象牙或者竹木等印材所不同的
是，作者选用原矿紫砂作印材，通
过创作坯材、设计印纽、篆刻、烧成
等过程，使得浸润着宜兴地域文化
的紫砂陶印面目可亲。

据当地有关部门普查发现，宜
兴境内现存的130多座明清时期建
造的石桥中，有石拱桥120座，至今
仍横跨在沟渠河道之上，古风犹
存。这些古桥在建造时独具匠心，
无不闪烁着群众的智慧。有些古
石桥集群而砌，在水网地区营造起
水陆交通枢纽。有些古桥截洪、泄
洪两不误，桥面上还预置了方便独
轮车交通的车辙，较好地体现了桥
梁功能的多重属性。这些古石桥
用料讲究，青石、黄石居多，古桥最
大石料单体重达5吨左右。古桥的

桥墩和桥栏部位的
装饰手段丰富多
彩，石雕工艺精
湛，还有古色
古香的楹联
石刻等，有着
较高的审美价
值。其中，明代
嘉靖年间建造的
鲸塘桥最大跨度达
52米，是宜兴最长的
古桥。

为宜兴百座历史名桥治印的
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无锡市书
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萧子君，曾经担
任过宜兴市文联副主席。萧子君
介绍，在宜兴百座历史名桥紫砂陶
印当中，陈塘桥是作者儿时记忆中
的桥梁，因此，他在这方紫砂陶印
边款的内容创作上，动了一番脑
筋，融入了较多的情感因素。萧子
君表示，印章文雅端庄，独立于
世。所谓边款，一般泛指刻于印侧
或印背的文字、题记，边款艺术是

整个篆刻艺术不可分割
的一个组成部分。

宜兴百座历史
名桥紫砂印展由
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中共宜兴

市委宣传部、宜兴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宜兴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主

办。据策展人、承办单位
负责人宜兴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宜兴市紫砂艺术研究院
院长卫江安介绍，紫砂印展自去年
秋季开始筹备，由书法篆刻家萧子
君用原矿紫砂印坯治印，全国各地
书法家夏潮、罗杨、章剑华、储云、
封开许、张铁甲、杨军、刘洪洋等题
写宜兴百座历史名桥桥名，宜兴历
史名桥陶印、书法将在宜兴、南京、
北京、武汉、山东、广东等地展出，这
个主题展览被列为2019第十届中
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系列活
动之一。

本报讯 近日，央视综合频道
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首
期节目由胡歌、刘涛在舞台上重
现1958年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中的精彩片段，刚播完就
立刻上了热搜。同样，上海歌舞
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全国巡
演已进行了两个月，几乎场场爆
满，多次加演仍一票难求。昨天，
舞剧主创团队提早来无锡设计置
景舞台方案，11月1日、2日，作
为2019年太湖文化艺术季的演
出，将在无锡连演两天。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因其
富有冲击力的形式感和精彩的舞
台呈现，以及对历史人物的深刻
开掘，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尤其在
年轻一代的社交媒体中引爆话
题。该剧截取主人公李侠被捕
前，最后一段艰苦的革命历程，紧
扣着“谁是敌人”的核心悬念，敌
我双方不断展开判断、周旋和斗
争，呈现出一个凝练、封闭的谍战
叙事系统。对于没有对白、人声，
仅有少量字幕提示的叙事舞剧来
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全靠演员
的身体及其包含的元素和信息

量，完成对全剧叙事功能和表意
功能的建构。

有意思的是，这个存在于
60、70后记忆中的经典故事，却
是由一群80、90后的主创团队
来重新创作的。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这真的是一支年轻的主创
团队，总编导韩真、周莉亚，作曲
杨帆、服装设计阳东霖等主创都
是“80后”。韩真表示：“我们年
纪相仿，审美和思维频率非常接
近，大家的创作态度都非常拼，
一起经历了无数次头脑风暴，无
数次推翻重来。”在大剧院内，记
者发现《永不消逝的电波》物料
道具十分多，虽然还未到装台搭
建的时候，但前期准备已经开
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舞
剧会用到 26块可移动的景片，
在电脑编程的调度下，腾挪旋
转，配合多媒体投影，实现了不
同场景的转换。

据悉，“弄堂旗袍舞”是整剧
的华彩段落，女演员们摇着蒲扇，
伴着《渔光曲》起舞。作曲者杨帆
选择上世纪30年代电影《渔光
曲》中的主题曲进行再创作，既怀

旧又新颖。这样一个美好的段
落，竟让不少年轻观众看得泪流
满面。杨帆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原本写了另一个自己很满
意的版本，老上海的那股子慵懒
的调调儿和清秀的气质一览无
余，但团队却不满意，后来，有人
建议我们借鉴一下《渔光曲》。于
是，杨帆用了《渔光曲》的素材做
了一个展示，“首先我要用钢琴
弹奏，因为它的色彩、和声变化比
较丰富，同时有别于前面几段舞
蹈的大乐队的状态。而后要用小
提琴，这种乐器类似人声但跟人
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有江南女
子温婉和黏糊劲儿在里面。即便
是弦乐器，每一种乐器性格都大
不相同，每一各种乐器的演奏法
也各不相同。”看了演出后，杨帆
还是很吃惊，他没想到《渔光曲》
对在上海滩住了那么多年的老观
众竟然仍有那么强烈的刺激度，

“我觉得跟在北京听到地道的胡
同吆喝是一样的感觉，它一下子
把你脑海中童年的记忆、味觉、视
觉一下子全唤醒了。”

（璎珞）

本报讯 作为2019太湖文化艺
术季暨第21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
分会场重要演出活动之一，“亲情中
华·相约无锡”——第五届国际华人
（海归）歌唱家音乐会，21日晚在无锡
大剧院举行。

音乐会嘉宾阵容强大，有男中音
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马
金泉，旅奥匈歌唱家、扬州大学音乐
学院院长张美林教授，旅法中国十大
男中音歌唱家施恒，无锡旅法女高音
金湉，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教授刘
珊，江南大学人文学院音乐系主任马
克，保罗科尼歌剧艺术中心副主任晁
然，旅法男中低音、星海音乐学院青
年教师翟晓寒，留法女高音马骄，独
立音乐人、全能型唱作歌手肖斯塔等
十多位在艺术领域一流的歌唱艺术
家。

金湉是一位地道的无锡人。她
告诉记者，在国内学习的时候，法国
一所音乐学校前来招生，为了能够有
一个很好的艺术氛围，于是她决定远
赴法国求学，这一待就是4年。她先
后就读于法国图卢兹音乐学院、巴黎
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和巴黎布洛涅锅
里高等音乐学院，成为该学院历史上
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高音。已经在
巴黎崭露头角的她，满怀对高水准音
乐的追求和对家乡的热爱，2015年
和留法男中音歌唱家施恒共同发起
首届国际华人(海归)歌唱家音乐会。
采访中，金湉也谈到，组织发起国际
华人（海归）歌唱家音乐会是想通过
这个机会，让世界各地的华人歌唱家
们亲身感受无锡的魅力，共同为无锡
艺术氛围的营造和全民声乐素养的
培养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璎珞）

用肢体讲述谍战故事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下月无锡首演

国际华人（海归）
歌唱家无锡开唱

明清石桥古风犹存

紫砂陶印留下宜兴古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