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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聚焦

怀念她：
潮剧名家姚璇秋逝世

潮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姚璇
秋于7月2日逝世，享年88岁。
她一生为潮剧发展、弘扬与传
承作出了杰出贡献，临去世前
几天还在为潮剧发展奔波。

姚璇秋是著名潮剧表演
艺术家，艺术生涯逾70载，她
主演的《扫窗会》《苏六娘》《荔
镜记》等剧目都成为潮剧经
典。梅兰芳先生曾为她亲笔题
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语句。

它来过：
“南海1号”曾来到广州

7 月 2日，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传出消息，正式明
确“南海 1号”沉船部分陶瓷
器（印花陶罐如上图）产自广
东南海的奇石窑和文头岭
窑。根据相关推断，相关考
古专家认为“南海 I 号”曾经
到过广州。

这也间接说明，广东南宋
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
着不小的规模，广州在南宋
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
的海洋贸易地位。

庆“七一”：
广东各地革命遗址
纪念馆上新展

在“七一”这一重要节点
之际，全省各地的革命遗址、
纪念馆精心筹备，运用科技
手段创新展陈方式，推出系
列格局特色的精品展览，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
喜迎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例如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打造全新改版沉浸式话剧
《1927 永远的红色》；广东革
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办《为
抗战呐喊——中国共产党与
抗战文艺》展览等。

手拉手：
34家国内外顶级博物馆
云端接力展示
百余件珍贵藏品

7月 6日至11日，中国国
家博物馆联合国内外33家顶
级博物馆共聚云端，以“手拉
手：共享世界文明之美”为主
题，共同举办全球博物馆珍
藏展示在线接力。

在这场接力活动中，10
位国内博物馆馆长将联袂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并与来自五大洲的 24 位
国际博物馆馆长一起，用约
150件珍贵藏品展示人类文明
的灿烂成果，传递和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书展：
第十二届江苏书展
办千余场阅读推广活动

7 月 2日，第十二届江苏
书展在苏州拉开帷幕，江苏
全省各地的 152 个分展场、2
个线上分展场也同步启动。
本届书展将持续至7月6日。

书展期间，各分展场将举
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阅读推
广活动，同时开展“百家优秀
出版社社长总编云荐书”“我
们云上见”大型全媒体不间断
直播活动等，实现“云逛展、云
阅读、云购书、云互动”。

要自律：
网络文学界发起
《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

7 月 6日，中国作家协会
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
学网站联席会议，近 50 家重
点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全国
省级网络文学组织负责人、知
名网络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发
起《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
呼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
网络文学行业生态，推动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图/主办方提供

一出话剧《深海》，
讲述中国核潜艇的开
创者、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黄旭华为代表的科
研工作者的故事，让观
众热泪盈眶；一段传奇
《还金记》，描写主角马
得金这一个老实淳朴
的马夫，历尽艰难走完
二万五千里长征，把红
军的三百两黄金送还
的故事……过去一周，
2022 广东省艺术院团
演出季精彩启幕。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广东省艺
术院团演出季已走过5
个年头，为广东各艺术
院团提供了展示艺术
精品的舞台，也让更多
广东观众走进剧场，接
受艺术的熏陶。

2018 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创新推出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整
合全省艺术院团的优质资源，采取院
团与剧场合作共建的模式，集中展示
全省各艺术院团的文艺精品。其创
办初衷在于，推出艺术精品名团，活
跃广东的演出市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让群众共享优秀文化成果。

2018 年的演出季首场演出由广
东歌舞剧院和广州交响乐团联手，合
演由广东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沙湾
往事》。其后，一个个优秀剧（节）目
轮番登上广东舞台，包括：反映改革
开放 40 年伟大进程的现代舞剧《潮
速》，粤剧《山乡风云》《八和会馆》《决
战天策府》，民族舞剧《醒·狮》等。

一年一度的广东省艺术院团演
出季，已成为广东省文艺演出市场的
一大品牌。据不完全统计，5 年来，
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推出了逾70
个剧（节）目，演出场次近百场，受到
观众的热烈追捧。

“今年的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
将持续至11月，省内8个剧场、12个
艺术院团将轮番上演 22 部剧目、36
场演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2 广东省艺术院团
演出季参演的剧目大都是广东文艺
工作者深入挖掘岭南文化特色资源，
精心创排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舞
剧《沙湾往事》、话剧《春雪润之》等
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院团保留剧目，
也有话剧《深海》、粤剧《红头巾》、音
乐剧《使命必达》、芭蕾舞剧《旗帜》
等新晋热门剧目，还有根植于经典戏
剧和文学 IP 的粤剧《四大名著·选
粹》、粤剧《南海十三郎》等优秀移
植、复排剧目。

此外，交响曲《征程》、民族管弦
乐套曲《逐浪》、舞剧《万家灯火》、歌
剧《唐家湾侨批》等一批喜迎二十大
召开而新创的大型剧（节）目，以及音
乐剧《这里冬天不
下雪》等小剧场作
品也将陆续上演。

这些剧（节）
目以广东革命历
史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城乡变迁、改
革开放等为内容，
聚焦中国梦的时
代主题，从不同角
度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既有艺术
高度，也有思想力
度 ，更 有 情 感 温
度，代表了近年来
广东艺术创作的
最新成果。

记者留意到，今年演出季与往年相比有了多个
新变化。如首次开设地市艺术周板块，以地市为单
位，集中展示当地近年来的艺术创作成果，打造
地市特色演出品牌。“珠海艺术周”成为演出季首
个亮相的地市艺术周，将带来珠海演艺集团创排
的歌剧《唐家湾侨批》、舞剧《水上新娘》、大型民
族管弦乐交响组曲《簕杜鹃与金莲花》、粤剧《南
粤破晓》等舞台艺术精品力作。此外，作为新型
演艺空间的有益尝试，今年还开设了小剧场戏
剧板块，以丰富多元的演出形式拓展观众的艺
术视野，为现代都市文化繁荣注入新鲜元素。

为推动群众走进剧场，培养群众观演习惯，
2022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采取“院团+剧场”的
运作方式，将精品剧目推广与文化惠民演出有机结
合起来，所有演出剧目均为公益性低票价演出，惠
民票比例占50%以上。广大市民群众可通过剧场
现场购票、网络购票等多种方式购买到惠民价格的
演出票，在家门口即可“花小钱，看好戏”。

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活动还优化线上、线
下两个观演渠道，并首次尝试付费直播。“星海直
播”平台将对12台优秀剧目同步线上直播，观众
可通过线上渠道，以最高不超过10元钱的费用
支付观看本次演出季的部分演出，感受艺术的
无限魅力。

讲座 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湘滢:

高剑父如何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文字整理/陈烨

日前，“艺耀大湾——20世纪广东中国画的
现代化转型及其传播”系列讲座在广州美术学院
举办。该系列由广东省科技厅“海外名师”项目
支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邀请来自中国
内地及香港、澳门等多地学者，探讨近代广东中
国画发展及海内外传播等学术专题开讲。

羊城晚报就此特邀系列讲座召集人、广州美
术学院美术馆助理研究员陈烨，为香港艺术馆一
级助理馆长刘湘滢主讲的《高剑父的市场推广艺
术》整理文稿，以飨读者。

广东省
艺术院团

(更多演出信息陆续更新中，排期请以实际演出为准。)

演出时间

6月29日-30日

7月1日-2日

7月13日

7月23日

8月9日-10日

8月21日-22日

8月26日-27日

演出剧目

话剧《深海》

粤剧《还金记》

现代舞剧《滃滃澹澹》

芭蕾舞剧《旗帜》

大型粤剧《南海十三郎》

音乐剧《这里冬天不下雪》

粤剧《四大名著·选粹》

演出单位

广东省话剧院

广东粤剧院

广东现代舞团

广州芭蕾舞团

佛山粤剧院

南方歌舞团

广东粤剧院

演出地点

广东省友谊剧院

广东粤剧艺术中心

广东省友谊剧院

广州芭蕾舞剧院

广东省友谊剧院

广东粤剧艺术中心

广东粤剧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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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话剧《深海》
今年将角逐
“文华奖”

2 演出季
20 2

刘湘滢

舞剧《沙湾往事》剧照

粤剧《还金记》剧照 薛才焕 摄

粤剧《四大名著·选粹》 薛才焕 摄

《北洋画报》封面

高剑父《雨中飞行》 1932 年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调和“传统派”

高剑父很早就意识到，通过
出版能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原
本只属于小众的艺术，并以此宣
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把媒体
视为向公众传递信息、建立和维
护自身公众形象的工具。

1928 年 创 立 的《非 非 画
报》，被认为是广东国画研究会
香港分会成员推广传统绘画的
杂志，以提倡艺术、宣传文化、保
存 国 粹 为 主 要 目 的 。 虽 然 在
1925 年到 1926 年之间，传统派
和改革派之间发生激烈争论，但
高剑父与传统派画家的交流从
没停止过。

高剑父是《非非画报》美术
部的成员，尽管当时他的绘画仍
带有西方和日本影响，但为了让
自己的画在《非非画报》中发表，
或许也为了避免受到传统派进
一步的批评，高剑父调整了画风
以适应编辑、美术部同寅的口
味 ，如 发 表 在 画 报 第 一 期 的
《松》、第五期的《黄花岗畔的黄
花》、第十期的《残荷》等。高剑
父还把收藏的古画交给《非非画
报》刊登，向大众展示作为古画
鉴赏家、收藏家的另一层身份，
进一步树立传统主义的形象。

“革命艺术家”

1918 年，高剑父离开上海，
但为了继续保持在上海的影响

力和声誉，他还在广东企业家伍
联德创立的《良友》杂志上发表
作品。1927 年，第 14 期的《良
友》有一专页介绍高剑父，里面
登了一篇录自“国民新闻”副刊

“国花”的传记，将高剑父描绘为
一名革命艺术家——他“意识到
千年不变的传统绘画终将走向
衰败，因此以艺术革命为己任”；
为寻找改革艺术的途径，他前往
日本学习西方绘画、雕塑和美
学。专页内还有一张高剑父身
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进一步
向读者强化了他作为西化画家
的形象。除了他的艺术生涯，高
剑父还用了大篇幅列举他在参
加革命中的经历，并强调自己是
孙中山的追随者，以此在自己的
艺术与政治革命之间建立联系，
将他作为革命艺术家和艺术改
革的领导者的主张合理化。

除了传记，《良友》还发表了
三张高剑父自己挑选的画《水驿
城山》《万壑松风》《啸虎》，进一
步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折衷中西，
并决意改造中国画的革命艺术
家，这与他在前面《非非画报》中
传统派的形象截然不同。

倡导艺术救国

此外，高剑父的作品还广泛
发表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上。
《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是
广东人，1932年在返粤途中经叶
恭绰介绍认识了高奇峰、高剑
父。1932 年 10 月 11 日出版的

该画报，整期都是围绕高剑父展
开的内容。本来和那个时期的
许多画报一样，每期《北洋画报》
的封面通常都是美女的照片或
肖像。然而，这期的封面是高剑
父的肖像：他穿着西装，戴着圆
眼镜，头发后梳，下面注明为“西
游宣扬文化之岭南名画家”。

北 洋 画 报 社 主 编 吴 隼
（1902-1961 年）用笔名“秋尘”
写序，以“上马杀贼；下马绘画”
为 题 介 绍 高 剑 父 为“ 革 命 画
家”。他还写道，高剑父与其他
跟社会脱节、作品中经常表现出
宗派偏见的艺术家不同，他漂洋
过海寻找新奇和宏大的风景，在
作品中融合了各种艺术风格。
在吴隼的笔下，唯有高剑父的作
品才能称得上是“新兴的国画”
和“时代的作品”。

画报的第一页围绕高剑父
的印度之行，刊登了他在印度拍
摄的喜马拉雅山照片、他在印度
的活动及广州举办庆祝他回国
活动的照片等。第二页以“一
人”的文章《岭南画家高剑父传》
为开端，强调了高剑父的“革命
力”。同页还有一幅 1925 年为
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
而画，以飞机题材创作的《雨中
飞行》，契合了《良友》创办人冯
武越的艺术救国观念。另一幅
《病虎》进一步传达了高剑父作
为艺术救国口号倡导者的一个
形象。

高剑父通过挑选刊登作品
表现了他的政治意识以及救国

的决心，也通过战略性地向《北
洋画报》提供图像，成功地塑造
了可通过作品拯救国家于危机
之中的革命艺术家的形象。

巧借媒体宣传

1920-1930 年代，往往被视
为高剑父艺术历程中一个比较
复杂的阶段，他的作品引起了广
东传统主义者的批评，与此同时
他又通过媒体将自己的名气从
广东地区传播到上海、天津等北
方城市。他会主动与期刊编辑
会面，并提交自己作品的图像以
期在画报中发表。更多的时候，
他把剪报和文章发给报社，通过
中间人见报。

在《非非画报》中，由于广州
传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论，高
剑父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珍视传
统的传统派。但在《良友》《北洋
画 报》等 倡 导 改
革 国 画 的 画 报
中 ，他 将 自 己 从
日本学来的西画
技法融入中国画
中 ，塑 造 了 改 革
国画的革命艺术
家形象。这些画
报和报纸揭示了
高剑父在传统主
义者和改革者之
间的自觉选择。

作为今年演出季开幕式
演出的话剧《深海》，是广东近
年来创作生产的舞台艺术精
品代表。该剧将于今年9月代
表广东参评第十三届中国艺
术节第十七届“文华奖”评选。

话剧《深海》讲述以中国
核潜艇的开创者、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黄旭华为代表的科
研工作者的故事，反映了我
国 国 防 科 技 发 展 的 艰 辛 历
程，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迎
难而上的不屈意志、对党忠
诚的坚定信仰和深厚的爱国
主义情怀。

该剧自首演以来，以浓郁
的时代特征、深刻的主题立
意、新颖的叙事方式、生动的
舞台表演、宏大的舞美设计、
动人的经典配乐，打动了一
批又一批观众，受到各界广
泛好评。

该剧先后入选文化和旅
游部 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
点主题创作扶持剧目、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
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
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晋京
展演剧目。

2022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
擦亮品牌再出再出发发

《深海》启幕，设“大型舞台艺术精品”“珠海艺术周”“小剧场”三板块

话剧话剧《《深海深海》》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