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太湖文化艺术季暨第23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活
动，将于9月底至12月上旬举行，在
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将为市民提
供 120余场精彩文艺演出、展览展
示、群众文化活动。从2012年首创
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到2019
年创办太湖文化艺术季，艺术季已经
成为无锡重要的城市名片和惠民文
化活动载体。

近年来，“舞剧热”逐渐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观众对优质舞剧作品的需
求持续加大，热门剧目更是一票难
求。今年艺术季聚焦观众期待、着力
优化供给，多部国内爆款舞剧均在艺
术季期间亮相锡城。

舞剧《红楼梦》再赴无锡演出的
消息一经发布，就在剧迷群里炸开了
锅。“去年艺术季期间，这部剧创造了

无锡剧场售票的速度纪录，很多没能
到现场的观众纷纷留言或来电，希望
今年继续引进该剧”，太湖文化艺术
季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和江苏
大剧院反复沟通，成功邀请《红楼梦》
来锡再演三场。此外，被称为近年来
人物题材舞剧“天花板”的《杜甫》也
将在锡上演，这是太湖文化艺术季继
舞剧《孔子》《李白》后连续三年引进
人物题材舞剧作品。自问世以来好
评如潮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同样
给无锡留出了档期，无锡观众将再次
观看到“青绿腰”等经典片段。

其他类型的演出同样精彩纷
呈。经典话剧《德龄与慈禧》、天津人
艺话剧《雷雨》、外百老汇话剧《莎士
比亚的罗朱》以及悬疑剧三部曲之一
的《生吞》，将带领观众体验跌宕起
伏，体味人间百态。近两年在全网大
火的越剧、黄梅戏，其他类型如儿童
剧、喜剧、脱口秀、国风音乐等也将扮
靓艺术季。

与往届相比，今年演出阵容的
“国际”含量越来越高。来自美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波兰、瑞
士、奥地利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和团
体都将亮相本届艺术季。俄罗斯国
家交响乐团携手无锡交响乐团，陈正
哲、钢琴大师马祖耶夫交响音乐会、

“肖邦大赛冠军”布雷查兹钢琴独奏
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
院》、“托尼奖之夜”——经典音乐剧
主题音乐会、乔纳森音乐会都将登台
献演，为无锡这座音乐之都、爱乐之
城奏响国际之声。

从发布会上获悉，无锡市歌舞剧
院原创大型科技题材舞剧《10909》将
在开幕式亮相，这也是太湖文化艺术
季首度安排“无锡原创”作为开幕演
出。“这充分彰显了无锡出品的实力
与底气”，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舞剧《10909》以中国船舶七〇
二所三代科研工作者为原型，目前已
经创排到了5.0版本，是无锡乃至江
苏文艺创作领域展现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宏阔主题
的代表性作品、稀缺性作品。该负责
人介绍，刚满“周岁”的无锡交响乐团
也将首次参与艺术季的演出活动，与
国际名团联袂登台，无锡市歌舞剧
院、无锡民族乐团等无锡本土院团都
将在艺术季精彩呈现。从“引进为
先”到“以我为主”，无锡本土原创舞
台精品将通过联动机制，输送到上海
国际艺术节主会场。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季线下演出
坚持惠民低票价，通过政府补贴的形
式，让群众能有“好看不贵”的优质演
出。艺术节平均票价水平比全年其
他档期低20%～60%，惠民低价票占
总量的70%。多场艺术季重磅演出
还将进行现场直播。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实习生 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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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24届平遥
国际摄影大展奖项揭晓，无锡市
滨湖区文联和滨湖区摄影家协
会推荐，由周伟策展的董国咏摄
影作品《年轻的样子》获得优秀
摄影奖。展览中，无锡摄影师杨
学群的摄影作品《物之物语》也
得到大家好评。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摄
影展之一，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已
走过24个年头。本届大展共设
置五大板块、16个单元，来自全
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
多名摄影师报名参展,展出作品
2万余幅。大展收到来自30个
国家和地区的246名国际摄影
师的摄影作品1810幅。

让周伟和董国咏从 3000
多名摄影师中脱颖而出的，是
他们眼中的“Z世代”。“我们试
图探索当前一部分年轻人的生
活趋势和他们的思考与焦虑”，
在策划人周伟看来，当前青年
群体正在进行世代更迭，“Z世
代”越来越成为青年的主体，他
们通过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希望寻求一个自我的空间。这
其中，一些商业模式随之兴起，

也有不少现象值得关注、思考
和探索。

脸上的创意涂鸦色彩明
丽、图案大胆，身上的服装与配
饰风格迥异、自由跳脱，“Z世
代”的个性在这些细节里被一
一捕捉。董国咏观察“Z世代”
的样本在小区附近的运河外
滩。这里原来是中国民族工商
业文明的发祥地——荣氏家族
产业的建筑遗址，如今随着城
市更新和消费升级，成为了年
轻人的打卡地。“这里有美术
馆、青年创意节、非遗文创展、
艺术市集、厂市市集，当然最吸
引我的是‘Z世代’年轻人”，在
董国咏的眼中，他们装扮天使、
魔鬼、动物、偶像、cos漫画，通
过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沉浸
于此，在扮演角色时忘记自己
的身份，在普遍的阶层焦虑和
教育焦虑中获得别样的快乐和
满足。“在《年轻的样子》中，我
们试图探索‘Z世代’亚文化圈
层的群体认同、生活趋势以及
消费观念，这是摄影作品背后
的价值和意义。”

（陈钰洁/文 受访者供图）

“往年9月初漫步在大街小巷，就
能闻到甜郁的桂花香，今年咋还没闻
到花香？”作为秋花的“重头戏”，每年
的九十月份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不
过，今年的桂花似乎是“性子慢”，至今
难觅桂花开的场景。不少市民疑问：
今年桂花花期推迟了吗？何时才能迎
来一年一度的“满城桂花飘香”？

昨天一早，在太湖广场晨练结束
的吴老伯来到靠近青年路的几棵桂花
树下观察，发现连花苞都未形成。每
年的9月，吴老伯都会在这里闻到桂花
香，并在朋友圈里发布“花讯”。“往年
这时候太湖广场附近的桂花树上开满
了密密匝匝的小花，花香四溢沁人心
脾，今年到现在都没动静，有些反常。”
吴老伯猜测是今年的气温偏高导致桂
花姗姗来迟。

桂花树作为无锡的常绿树种，近
年来被园林部门大量用于城市绿化，
市民们除了在公园里可以观赏到桂
花，在街头、小区也都能看见它们的身
影。无锡市绿化管理中心工程师李杰
介绍，气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桂花的开放，桂花要温度、湿度适宜才
会开花。通常日平均气温达到22℃，
阴雨相间的天气最适宜桂花开，而一
直晴天或者一直下雨都不利于开花。
从历年开花时间来看，9月下旬锡城的
桂花开始零星开放，10月初进入盛花
期。近年来，无锡的桂花最早在8月下

旬初放，花谢后偶尔也会出现二度、三
度开花的景象，并在中秋佳节迎来赏
花季。有时桂花的花期也延迟，比如
2021年锡城的桂花到了10月下旬才
盛放，创了近十年最晚开花纪录。

“今年夏天锡城经历了罕见高温，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有效积温偏高。”
李杰说，进入9月气温也居高不下，一
直到9月中旬最高温度还有30℃以
上，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仍偏高。面
对异常高温，桂花树选择暂时停止生
长和发育的进程，处于休眠状态，花芽
也暂停分化，因此迟迟未开。不过，这
两天冷空气南下，气温有所下降。根
据目前的气温预测，接下来一段时间
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28℃左右，国庆
节期间桂花有望陆续开放。当气温降
到适宜范围并持续10天左右，再适当
下点雨，“满城桂花飘香”的盛景就会
上演。

据悉，无锡街头巷尾以金桂、银
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为主。金桂
顾名思义，呈现从淡黄至金黄色；银桂
颜色较金桂浅，偏白色；丹桂花色偏橙
红。从开花时间来看，通常最先萌动
的是早银桂，金桂、银桂、丹桂还得再
耐心等等，因为这几个品种得经过
17℃—18℃的低温刺激，加上雨水的
滋润才会开放，大约要比早银桂晚开
一个星期左右。

（蔡佳/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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