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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首演，上海呈现强大的文化张力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有一些演出和展览的

亮相， 是吸引全球艺术家关注的盛宴。

比如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 《巴兰钦之夜》 ———这家成立

70 周年的国际顶级芭蕾舞团， 把他们的中国内地首演放在

了上海；

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用五场演出， 打造了其在瑞士以外

的首个 “迷你音乐节”；

巴黎北方剧院将带来音乐戏剧 《茶花女》 的中国首演；

还有殿堂级美国摄影师辛迪·舍曼的首个中国个展……

这无疑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高光时刻， 也是近年来

越来越多国际上的名家名团将自己的中国首秀、 亚洲首秀乃

至世界首秀放在上海的一个缩影。 首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演出机构和艺术家在当地日后的口碑， 因此往往意味着艺术

家和艺术机构对一座剧场、 一个文化品牌乃至一座城市的认

可。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意义———有学者指出， 首演和首展，

也是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之都道路上的一个个台阶， 最终实现

的， 是对一座城市的整体提升。

上海近年来持续提升的文化可见度， 为
首演首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首演和首展出现在上海， 原因各不相同。

引进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是一场漫长的、 跨越了八年的

拉锯战。 表面上看是双方终于谈拢了价码， 但舞团代理艺术

总监乔纳森·斯塔福德告诉记者， 如此长距离大规模的演出，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还包括档期和舞码的选择。 在最后拍板

的驱动力中， 包含了舞团对于自身的定位。 “上海的国际性

地位有目共睹，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舞蹈团体， 应该在上

海留下自己的足迹。”

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首个海外驻节项目， 是一个意料

之外的收获。 记者了解到， 最初是琉森音乐节的负责人为了

邀请上交赴琉森演出而多次来沪考察， 结果不仅对上交留下

了很好的印象， 而且对上交音乐厅的场地、 音效乃至观众都

非常满意———特别是观众， 专业、 年轻、 有活力。 于是在上

交赴琉森的项目之外， 又延伸出了来沪巡演的打算， 最后决

定以驻节的形式双方展开长久合作。

而即将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亮相的辛迪·舍曼个展， 则

更像是一种机缘巧合。 复星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双方结缘是因为复星基金会收藏了这位大师的一件作品。 考

虑到辛迪·舍曼从未在中国举办过个人展览， 复星向她发出

了邀请， 而辛迪·舍曼碰巧一直对上海充满了期待， 加上影

像收藏本来就是复星的特色，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然而把所有原因串在一起就会发现， 是上海近年来持续

提升的文化可见度，为这些首演首展奠定了基础。 今年三月，

《纽约时报》在旅游版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文化“起来了”的

报道，案例包括在 K11 举办的艺术展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一场

乐季音乐会。 这并不是其驻沪记者的一家之言，事实上，国际

人士对此的感知是一致的。 乔纳森·斯塔福德告诉记者，艺术

院团要在一座城市举行首演， 主要考量因素除了剧场的硬件

设施， 还有当地观众的艺术修养———这指的是观众对作品和

演员的欣赏度。硬件设施很容易通过考察和各种参数获得，观

众的艺术修养又如何判断？“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来过上海

演出的院团负责人和演员， 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于上海的

演出氛围有过负面评价，相反都是很愉快的经历。 ”

越来越多的首演首展， 最终将考验并体
现城市在文化上的包容度和创新力

然而，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首演首展的意义还不止于

此。 文化创意产业博士、 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教师

胡娜近年来一直从事文化经济学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调查研

究， 她告诉记者， 对于首演首展的接纳， 会反过来促成剧

场、 观众、 行业等多方面的再度提升， 并进一步增强城市的

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因为首演首展毕竟是有一定的接受风

险， 特别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下。 对于那些挑战你既有认知的

作品， 你能不能接受？”

将于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举行的巴黎北方剧院

《茶花女》 中国首演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引进方负责人、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告诉记者， 不同于以往中国观众熟

悉的歌剧 《茶花女》， 此次巴黎北方剧院带来的是基于歌剧

模板制作的音乐戏剧版本。 音乐戏剧是近年来出现在国际上

的新的表演样式， 舞台呈现更加时髦， 更强调对于人物内心

和细节的刻画演绎， 也就是表演性更强。 “我们希望能够让

大家了解国际舞台上正在发生什么， 当代舞台艺术领域最好

的作品是什么。 上海乃至中国的艺术工作者也可以借此了解

到国内观众的需求和欣赏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张笑丁对记者表示。

在胡娜看来， 也正因为如此， 首演首展最终将考验并体

现一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包容度和创新力； 而包容度与创新精

神， 才是文化最根本的意义。

■本报记者 邵岭

立陶宛室内乐团演绎中国当代作品
本报讯 （记者姜方） 昨晚， 立陶

宛室内乐团携手小提琴家罗曼·金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带来一场名为 《华

丽室内乐之夜》 的音乐会。 除了立陶

宛作曲家阿尔吉达斯·马尔蒂纳伊提斯

《天堂·鸟》 等西方作品之外， 乐团还

演绎了两 位 当 代 中 国 作 曲 家 的 曲

目———叶国辉的 《争春》 和叶小纲的

《岷山无语》。 “在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中西艺术家通过

音乐这一国际化的语言达成默契的心

灵交流，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上海音乐

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说。

1960 年创建的立陶宛室内乐团是

公认的世界最优秀室内乐团之一。 小

提琴大师梅纽因与立陶宛室内乐团的

合作被传为美谈。 梅纽因总是以 “我

心爱的立陶宛室内乐团” 来称呼这个

乐团 ， 从 1992 年直到 1999 年去世 ，

他曾携该团在世界各地演出了 60 多场

音乐会。 立陶宛室内乐团录制出版了

上百张唱片， 曲目范围广泛。 这次在

艺术节的舞台上， 该团演绎的柴可夫

斯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 令人沉醉，

经由其诠释的中国作品同样惊艳全场。

叶国辉为弦乐队而作的 《争春》 借鉴

了不少昆曲曲调， 作品寓意着生机勃

勃的春意， 乐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叶国辉表示：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外

国乐团来华和中国作曲家交流， 彼此

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令人惊喜。”

此次与立陶宛室内乐团携手的是

90 后小提琴演奏家罗曼·金 。 他曾以

演奏四个声部的方式 ， 改编了巴赫

《G 弦之歌》 小提琴独奏部分， 炫技视

频风靡网络 。 罗曼·金曾多次来沪演

出， 原因之一就是很喜欢上海的观众，

“他们热情又专业， 能理解和回应我音

乐中想表达的东西”。 昨晚音乐会上，

罗曼·金奏响了亲自改编的 《茶花女变

奏曲》， 并在返场时携手立陶宛室内乐

团上演了帕格尼尼的 《如歌》。

担任此次音乐会指挥的罗伯塔斯·

赛万尼克斯于 1993 年开始与立陶宛国

家交响乐团合作， 同时被任命为副指

挥。 他能游刃有余地把握立陶宛作曲

家的作品， 并对当代和古典曲目均有

独特而成熟的诠释。 “三年前， 我曾

率领布拉格交响乐图造访艺术节， 相

信这个节日的影响力会与日俱增。”

《共同家园》：推动古老民乐的当代化国际化表达
聚集九个国度的109位演奏家、67种不同乐器

上海民族乐团 2018 年原创新作

《共同家园》 作为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剧目 ， 今明两晚在上海大剧

院上演。 这场音乐会是上海民乐团创

作历史上第一次与如此多风格的世界

乐器合作演出 ， 来自九个国度的 109

位演奏家、 67 种不同乐器同台， 给观

众耳目一新的国际化体验。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表示 ，

这一版气势恢宏的音乐会创作 ， 依托

中国传统 “天人合一 ” 的哲学思想 ，

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海派

民乐与来自五大洲的多种代表性乐器

融合， 展现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的发

展交融。

以音乐之“和”展现“天地人和”

罗小慈告诉记者 ， 创作 《共同家

园》 始于 2017 年初， 确定第一篇章的

风格耗费了大半年时间 ， 主创团队听

了上千首世界音乐的素材 ， 转化为自

身的音乐语言进行全新创作 ， 才奠定

作品的原创气质 。 音乐会分为 《万物

之源 》 《文明之光 》 《和合相谐 》

《共同家园》 四个篇章， 与前作 《海上

生民乐》 的四个板块相呼应 ， 以 “天

地人和” 沟通人类历史中多个代表性

的时代， 让民乐张开怀抱 ， 与电子音

乐、 前卫金属 、 重打击乐等世界各类

音乐风格碰撞 ， 融入关于人类起源 、

文明发展、 社会变迁等多重思考。

记者在排练中听到其中片段 ： 阮

从埃及带来法老王的古歌 ， 打击乐召

唤出巴比伦的历史足印……这是 《文

明之光》 中的 《传奇 》 片段 ， 动人的

音韵仿佛生命与大地在共振 。 “中国

民族乐器充满古老的东方智慧 ， 进行

文化表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演奏家

们认为， 不同乐器承载着不同的文化，

但人类对世界和平、 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民乐的魅力中超越了文化隔阂。

与世界音乐碰撞 ， 民乐
国际化的全新尝试

“《共同家园》 定位于 ‘世界音乐

（world music）’，乐曲概念、风格和编制

选择都有别于普通民乐音乐会，比如与

电声等现代前卫音乐的融合，会带来不

少新的挑战。 ”青年作曲家韩闻赫透露。

今晚演出的 18 首作品风格多元， 多为

原创新作， 小部分根据经典重新编排，

进一步开拓了民乐的创作空间。 在发挥

民族乐器特性的同时融入多元的异域

风格，从音乐律动节奏设计到现场演出

都不同以往。 “这是推动民乐当代化、国

际化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我们希望让中

国民乐在推动世界音乐的融合与发展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罗小慈说。

“音乐语言是共通的 ， 排练中我

们与中国阮演奏家彼此理解 、 配合默

契， 乐器也非常契合。” 来自俄罗斯奥

西波夫民族乐团的三角琴演奏家帕维

尔·卢科亚诺夫表示。 原来， 今年 5 月

上海民族乐团的阮重奏组合作为中国

代表参加第 39 届欧洲广播民乐节时 ，

在俄罗斯收获了当地观众的反响热烈。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创意， 俄罗斯的三

角琴也有高中低的乐器体系 。 如果和

中国的阮族乐器搁到一块 ， 一定特别

有意思。” 罗小慈透露， 《共同家园 》

第三篇章中 《相遇 》 的缘起 ， 弹拨之

间是琴弦的跃动 ， 更是心灵的相遇 、

文化的交融。 中国阮和俄罗斯三角琴

交相辉映 ， 将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和 《卡琳卡》 的曲调弹出了新的风韵。

此外 ， 还有一件特殊的乐器在

《共同家园》 中十分引人瞩目———根据

敦煌壁画中飞天琵琶造型制作的五弦

琵琶。 琵琶演奏家俞冰表示 ， 五弦琵

琶从造型到音色都为复古风格 ， 尝试

再现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悠远回声 。 演

出中，五弦琵琶与西方弹拨乐之王吉他

在弗拉明戈舞曲中展开跨界对话，传达

对东西方文化渗透性的理解与感悟。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巴兰钦之夜》把他们的中

国内地首演放在了上海。图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巴兰

钦三部舞作之一《小夜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荩“虚·构”是阿

根廷艺术家莱安德

罗·埃利希的中国首

次个展。 图为展品：

建筑———上海钟楼

（悬浮时间）。

荩琉森音乐节管

弦乐团用五场演出打

造了其在瑞士以外的

首个“迷你音乐节”。

荨巴黎北方剧

院将带来音乐戏剧

《茶花女》 的中国首

演。

（除署名照片
外均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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