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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歌而来，留下心动与喝彩

1928 年的作曲家刘天华或许不会想到， 他在这一年

除夕创作的即兴二胡曲 《良宵》， 有机会以弦乐合奏曲的

形式， 邂逅百年后欧洲 “挑剔的耳朵”。
当 地 时 间 2017 年 8 月 20 日 晚 ， 在 瑞 士 琉 森 文 化

会议中心 ， 上 海 交响乐团演奏完这首返场曲后， 在指挥

家余隆的带领下， 三次向观众谢幕。 而在场两千多位欧

洲观众， 也给予 “中国声音” 四分钟的掌声 与 两 次 起 立

致意 。
碧石般的琉森湖与远方的雪山对望， 中世纪的教堂与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厅错落。 1866 年， 音乐家瓦格纳惊叹

于这片 “真正的仙境”。 寓居在此， 旖旎的风光为他带来

无数音乐灵感。 而在他身后， 因为 1938 年起举办欧洲三

大音乐节之一的琉森音乐节， 更令这座古城成为全球古典

乐迷心中的 “仙境”。 每年夏日， 全球最顶尖的乐团汇聚

于此。 仅在去年， 参演音乐节的就有柏林爱乐乐团、 维也

纳爱乐乐团、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斯卡拉剧

院管弦乐团、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等。
这是上海交响乐团在琉森音乐节的首秀， 也是琉森音

乐节的舞台上， 第一次有了中国乐团的身影。 而老牌音乐

节和它的观众， 感受着恢宏的肖斯塔科维奇 《d 小调第五

交响曲》， 同样也随着旅华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的笔

触， 领略了老北京的 “胡同风景”。
临别之时， 余隆双手合十， 放在耳朵一侧， 对着观众

席做了一个晚安的手势。 对于上海交响乐团与琉森音乐节

的观众而言， 那一晚， 都是 “良宵”。 而以琉森的 “良宵”
为起点， 上海交响乐团在随后的一周中， 又踏上奥地利蒂

罗尔音乐节、 奥地利格拉芬内格音乐节、 德国汉堡易北爱

乐音乐厅的舞台。
琉森的夜， 是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的协奏。 而 48 只

“中国天鹅” 在荷兰与比利时两国九城四十场的振翅之旅，
是古典芭蕾与人文风物的共舞。 当地时间 2017 年 10 月 8
日， 在比利时最大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城市剧院， 姑娘们

行云流水般完成了欧洲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豪华版

《天鹅湖》， 剧院中的 1800 位观众起立鼓掌致意， 为当晚

精彩的演出， 更为着上海芭蕾舞团建团以来时间跨度最

长、 场次最多、 演员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巡演喝彩。
早些年， “洋天鹅” 总爱往东方飞。 而近几年 ， 中

国舞者的羽翼渐丰， 每年都迈着整齐自信的舞步， 用独

一无二的 “豪华版” 《天鹅湖》 征服欧洲观众。 说它是

独一无二， 不仅因为上海芭蕾舞团演员们过硬精湛舞技

与身上独特的东方气韵， 也在于其实现了群舞部分从经

典版 24 只天鹅翻倍至 48 只， 天鹅之海， 美得让人心旌

荡漾。
再度造访荷兰， 首站又回到东方天鹅在荷兰扬名的阿

姆斯特丹， 上海芭蕾舞团用荷兰皇家卡雷剧院驻演 18 场

的数字， 又一次刷新了自己在同一城市同一剧场上演同一

部作品的纪录。 此行在荷兰的 30 余场演出， 让五万多名

荷兰观众趋之若鹜。 五万人之于逾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并非

起眼的数字， 可对于一个只有 1700 万人口的国家来说 ，
却是不小的数目。 粗算一下， 相当于每三百个人中就有一

人看过中国的天鹅。
中国艺术家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 无 数 精 彩 瞬 间 中 ，

有优雅精准的舞步温润心灵， 也少不了震撼人心的视觉

冲击。
火药，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有人用它作为武器，

有人用它庆祝节日， 而在蔡国强的眼中， 可以成为有趣的

创作媒介， 带到世界各地。
2017 年 10 月 25 日，从普拉多美术馆传出的爆炸声划

破西班牙马德里的静谧之夜。 万国大厅，引爆 18 米长火药

绘画《绘画的精神》，为自己的同名个展“爆破”出最重磅的

作品。 也令蔡国强成为首位在普拉多现场创作的艺术家。
400 年前的普拉多美术馆万国大厅， 是 “委拉斯凯兹

们” 驰骋画笔的艺术殿堂， 受菲利普四世委托， 彼时最杰

出的艺术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捕捉灵感的光影， 勾勒

美， 进而有了 《布列达的投降》 等旷世杰作。
而属于蔡国强的， 却是轰隆巨响的两秒。 导火线燃烧

几秒凝聚着在场几百位观者的期冀， 突如其来的爆破炸裂

开时间的缝隙， 色彩与情感在缭绕硝烟里渐渐显露： 红色

如花朵般绽放， 连缀着神秘的青与紫如墨迹晕染， 随后是

大片绿与黄的铺陈， 色彩与线条互相缠绕融合， 最终在褐

色中沉淀凝驻。 亲眼见证一部作品的短暂而饱含力量感的

诞生过程， 不由激起满场惊叹。 正如作品的名字， 艺术家

的感性、 工匠般的能力， 与画面里的冒险感， 便是蔡国强

所理解的 “绘画的精神”。
对于蔡国强而言， 2017 年依旧忙碌。 仅九月， 13 日

他的个展在俄罗斯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开幕 ， 22
日， 纪录片 《天梯： 蔡国强的艺术》 在国内上映。 这部

由第 72 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纪录长 片 ” 获 奖 导 演 凯

文·麦克唐纳执导的影片 ， 讲述蔡国强上世纪 80 年代从

泉州出发， 30 年来在五大洲不同文化中成长， 走向国际

舞台成为享誉全球的爆破艺术家的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六月， 这部纪录片已在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进行了特别展映。

辗转的岁月，记录了传承与发展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 解君愁舞婆娑。
一段柔情百转的剑舞， 是京剧 《霸王别姬》 中百看不

厌的段落。 而当粉 墨 装 扮 的 虞 姬 ， 从 镜 框 式 舞 台 移 步 到

大 洋 彼 岸 的 美 国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中国庭院 的 别

致语境与传统戏曲 的 典 雅 程 式 ， 构 成 了 一 道 妙 不 可 言 的

美学互文。 庭院深深深几许， 执手相看泪眼， 最难将息是

离愁。
美国时间 2017 年 9 月 15 日晚， 京剧院艺术家尚长荣

和史依弘主演的京剧 《霸王别姬》 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阿斯特中国庭院亮相。 现场的 70 名观众近在咫尺， 项羽

的一声 “虞姬”， 听得揪心； 虞姬的眼波流转， 看得愁肠。
即便语言不通， 文化背景不同 ， 却还是忍不住屏住呼吸 ，
眼神离不开这对千年前的乱世爱侣———大抵是因为关于美

与情的定义， 可以跨越时空与国界， 直抵人心。 此后的十

一个夜晚， 亦复如是。
美国观众对于京剧的着迷并不让史依弘意外。 因缘早

在 1930 年梅兰芳先生的那次访美 ， 便已深深种下 。 一艘

“加拿大皇后” 号， 载着不过 20 多个剧团演职员， 漂洋过

海。 比起如今动辄百余演职员的剧院演出规模， 这样的团

队如今看起来简朴得甚至有些过了头， 可梅兰芳却凭借古

老文化的积淀与极富魅力的个人表演，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

里， 掀起了美国争看京剧热的 “蝴蝶效应”。 彼时的美国正

处在大萧条时期， 却没有影响整个社会对东方传统文化的

兴味盎然， 五美元的戏票被黄牛哄抬到 15 美元， 即便放在

当时的百老汇， 亦属 “天价”。 而卓别林 、 保罗·罗伯逊 、
范朋克夫妇等各界名人， 接连与梅兰芳会面……

从那时起， 京剧艺术从未停止过其走向世界的脚步 。
而随着 “梅派” 的代表作之一 《霸王别姬》 又一次来到美

国， 从剧场走到博物馆， 是 87 年后一次继承的回响， 一次

发展的序曲。
又是一出千古爱情悲剧的经典演绎， 又是演剧空间与

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奇妙化学反应。 去年年末， 日本能乐的

最高殿堂迎来 600 年历史的水磨调。 12 月 20 日晚， 东京

国立能乐堂， 昆曲、 京剧、 能乐、 狂言的中日艺术家以各

自不同的方式， 诠释了心目中的 “长生殿”。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 李隆基和杨玉环

的爱情故事与白居易 《长恨歌》 的千古绝唱， 不只在中国

口耳相传， 同样也感动着日本的民众。 念念不忘， 必有回

响。 观众席间， 还坐着 30 年前观看过蔡正仁演出的日本皇

室成员。 步入暮年， 再看杨贵妃拿白绫缓缓归矣， 仍是噙

满泪水。
都说 “入乡随俗”。 少了上海昆剧团在国内巡演时， 连

演四晚的鸿篇巨制， 却多了京剧 《贵妃醉酒》、 能乐 《杨贵

妃》 的穿插连缀； 没了九龙口、 没了上下场门， 取而代之

的是 “桥挂” 这样一条悬空的长廊 ， 却也让李杨的感情 ，
多了一份闲庭信步之感。 而能乐演出一双白袜即可上台 ，
唐明皇的厚底靴与杨贵妃的彩鞋， 有了日本工作人员特制

的鞋套， 也顺利踏上戏台。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一段中国盛唐的凄美故事， 跨

越剧种与地域， 成为几代艺术家反复演绎传承并发展的经

典， 实在难得。 而经过时间的积淀与文化的互通， 得以在

同一个舞台交融呈现， 更让人感慨。

澄静了时光，惊艳了世界
2017 年中国艺术家们在世界舞台留下无数最美瞬间， 谢谢他们———

时间如风 ， 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送 。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 世界舞台的追光灯
下， 中国艺术家们留下无数最美瞬间———

他们其中有用西方艺术语言讲述中国
故事的舞者乐人， 有坚守传承并不断创新
的中华戏曲家， 还有汲取古老文明， 触摸
艺术边界， 突破想象与未知的中国当代艺
术家， 无一不在探索着在跨文化交流中新
的可能性。

从最早走出国门的 “初试啼声”， 到如
今频频亮相 、 参与欧美一线剧院音乐季 、
世界一流音乐节； 从纯粹的交流演出， 到
如今与国际顶尖乐团拥有同样的演出规格，
是八千里路乐与舞的绽放， 光与影的共融。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荨近几年， 中国芭蕾舞者的

羽翼渐丰， 迈着自信的舞步， 用

独 一 无 二 的 “豪 华 版 ” 《天 鹅

湖》 征服欧洲观众。 去年 9 月，
上芭的 48 只 “白天鹅” 现身有

着 “欧洲最美火车站” 之称的比

利时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 整齐

优雅的造型带来美的享受。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荩去 年 9 月 ， 上

海京剧院表演艺术 家

尚长荣与史依弘主 演

的传统戏 《霸王别姬》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 艺

术博物馆阿斯特中 国

庭院连演 12 场。 中国

庭院的别致语境与 传

统 戏 曲 的 典 雅 程 式 ，
构成了一道妙不可 言

的美学互文 ， 这段 爱

情传奇也平添一番 风

味。 （资料图片）

茛中 国 四 大 发 明 之 一 的 火

药， 用到艺术中， 可以有怎样的

呈现？ 蔡国强一直在用爆破、 焰

火探索着当代艺术的边界。 2015
年 ， 在家乡泉州的一个小岛上 ，
用最熟悉的方式， 蔡国强点燃了

一根小火柴。 紧接着， 一座 500
米高的金色焰火的 “天梯” 拔地

而起， 与无垠宇宙对话。 去年 9
月上映的纪录片 《天梯： 蔡国强

的艺术》 记录了背后的一切。
（蔡国强工作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