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大主题下瑰丽的艺术想象
———观上海民族乐团《共同家园》音乐现场

李昂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恰逢举世瞩

目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开幕当

天，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共

同家园”音乐现场，以中国民乐的全新声音，

与开幕现场形成美妙呼应。

竹笛演奏家金锴主奏的《风吟》与《水

行》为音乐会开篇。 在简约的音型下，演奏

者以竹笛和尺八虚实相间的演奏技法营造

出对于“风”“水”之缥缈空灵的具象勾勒。

第一篇章的第三曲《火舞》则以雄浑铿锵的

七面中国大鼓与非洲、 美洲等打击乐器奏

出的多变节奏型交织， 穿梭其中的非洲笛

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打击乐捏合于强

烈的“原始感”之中。

第二篇章中，在埃及、巴比伦、爱尔兰

文化色彩浓厚的舞台背景下， 恍如 “博物

馆” 式空间中，13 位乐团演奏家构成的小

型室内乐队席地而坐， 以嵌入传统丝竹乐

队中的异域乐器音色， 呈示出对于 “泛西

域”风格的浪漫想象。在重新改编的《天籁》

一曲中， 王音睿演奏的塔布拉鼓与俞彬演

奏的五弦琵琶， 将印度古典音乐大师拉维

香卡带有现代感的《西方吃肉》一曲重新拉

回神秘而飘逸的风格之中。 《欢舞》一曲更

是巧妙地将萨塔尔和艾捷克的音色与爱尔

兰舞曲风格进行融合， 在爵士蓝调的动感

音型下，笙、二胡与竹笛三位乐手的华彩段

落煞是热辣撩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

身处国际化大都市的民乐演奏家， 接受大

量多元风格音乐文化的同时， 必然会催生

出对于民乐风格的调试与创造。 如果说前

两个篇章“天”“地”呈现出对于人类起源和

文化旅行的浪漫想象，那么第三篇章“人”

则透露出本场演出对于大众审美的精心考

量。在“对话”理念的引导下，二胡与马

头琴、琵琶与弗拉明戈吉他和舞蹈、阮

族与俄罗斯弹拨乐、唢呐与电音摇滚，

构成多次元的美丽邂逅。当《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 从中俄弹拨乐手指尖缓缓

流出时， 击中了不同年龄段乐迷的听

觉神经； 姚新峰领衔的三位胡琴演奏

家呈现的《奔腾》、俞彬细腻而充满张

力的“弗拉明戈琵琶”，以及唢呐演奏

家胡晨韵点燃全场爆点的 《超越》，看

似驾轻就熟的演奏， 实则得益于乐团

演奏家日常演出中对于不同音乐风格

的大胆尝试与探索。 第四篇章“和”由

两首短篇幅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构

成，谭盾重新配器的《风与鸟的密语》

与王云飞创作的《家园》，以“鬼才”与

“传统”的两极风格呈现出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深沉思考。 在指挥姚申申的引

领下，全场观众和着返场曲目《我爱你

中国》齐声高唱，将这场国际范儿的民

乐狂欢推向高潮。

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启全面职业

化进程以来， 中国民乐承续近代 “国

乐”之文化理想，艺术观念与民族情感

紧密相依。 所以，民乐的再造与融合，

必然要考量其与主流社会价值观不可

剥离的文化属性。 值得欣慰的是，自

2016 年“海上生民乐”以来，上海民族

乐团的大型“音乐现场”模式下，乐团

与一批上海本土青年作曲家如黄磊、

孔志轩、韩闻赫等紧密合作，通过他们

与乐团演奏家的共同摸索， 在可听性

与艺术性上实现了良好的平衡。同时，

以不同年龄层的杰出演奏家团队为依

托，呈现出不可复制的表演艺术经典，

传达出提振文化自信的时代想象。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乐 评

殿堂级摄影大师辛迪·舍曼9件新作在沪全球首展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

间， 上海再次成为重要艺术作品的集

结地和首展地。

今起， 辛迪·舍曼中国首展登陆

复星艺术中心 。 这位女艺术家 ， 凭

借扮演性的自拍照在世界艺术史留

名， 早在 1999 年， 时年45 岁的她就

被美国 《艺术新闻 》 杂志评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 25 位艺术家” 之一，

与杜尚 、 博伊斯 、 沃霍尔等艺术巨

星共享这份荣耀 。 此次展览共汇集

128 组涵盖艺术家不同时期、 不同系

列的摄影代表作品 ， 以及相关文献

和影像等资料， 全景回顾辛迪·舍曼

自 1970 年代至今 40 余年的艺术创

作历程。

昨天的预展现场上， 千面 “自拍

女王 ” 辛迪·舍曼本人也短暂现身 。

她感叹道： “同时呈现这么多作品给

中国观众， 太兴奋了！ 我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 上海观众对我的作品有什

么样的反应， 期待和观众之间能够相

互找到乐趣和灵感。”

尤其令业内瞩目的是， 首展中有

9 件作品为今年新作， 借由此次展览

全球首次亮相 。 如此重量级的 “亮

相”， 在近年来上海的文艺展演中已

不算罕见———这是越来越多世界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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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看到世界级艺术家、 艺术

机构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氛围的认

可， 也进一步提升着上海城市文化品

牌的标识度和影响力。

全球首展的9件新作，聚
焦大众文化中的自我迷失

40 多年以前， 辛迪·舍曼就玩起

了自拍， 拍下的却并非传统肖像， 而

是对于他人惟妙帷肖的扮演。 在这些

作品中， 她最关注的是个人身份， 如

何改变和制造个人身份。 为此， 她身

兼数职， 既是导演、 演员、 模特， 又

是自己的摄影师。 最终， 这些照片呈

现出某种近乎说谎的效果， 诚如一位

德国艺评家所言： “它们聚焦、 嘲讽

了那些存在并操控我们的东西， 甚至

让这种揭示飙出了不平常的强音 。”

此次展览并没有以编年体展出舍曼的

艺术历程， 而是通过甄选作品梳理出

与艺术家相关的两条线索， 一是如何

通过服装、 妆容等外部设定来改变个

人身份， 二是如何通过表情之类的扮

演表现个人身份。

此次全球首展的 9 件新作中 ，

舍曼将目光投向了时下流行的高街

文化 。 她留意到时装秀场外总是聚

集着很多美妆 、 时尚博主 ， 尽管她

们未获邀入场观看 ， 但依然精心打

扮 ， 在场外乐此不疲地自拍一番 。

她们在社交网络上非常火 ， 追求的

是尽可能多的点赞 。 “在这次带到中

国的新作中 ， 我 ‘扮演 ’ 的就是社交

网络上这样一些人 。” 舍曼告诉记者 。

这个系列始自 2016 年她与 《时尚芭

莎 》 杂志合作的一系列杂志封面 ， 当

时那组封面的背景是秀场等时尚背

景 ， 今年她则将背景更换成了街景 ，

人物与背景之间的格格不入让作品更

显张力。

对当代流行文化和娱乐元素的解构

与反思 ， 在舍曼的作品中频频出现 。

1975 年 ， 在她艺术生涯的早期 ， 就留

下过一系列戏仿时尚杂志封面的 《封面

女郎》。 此次展览即呈现出其中的两组

六张封面。 在每组作品中， 舍曼分别拍

下了杂志原版封面， 自己模仿原版的封

面， 以及通过剪切、 拼贴、 双重曝光等

手段制作的带些荒诞意味却又试图以假

乱真的封面。 人们可以看到， 后面两张

封面， 一张表现的是迎合， 一张表现的

是反抗， 恰可被视为人们对于时尚非常

矛盾的两种态度。 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之

中， 一味追逐潮流的人往往容易迷失自

己， 舍曼借由这组作品， 思考的正是这

样一种迷失。 有意思的是， 当年从时尚

杂志汲取灵感的舍曼， 还是一个时尚消

费者、 追求者。 多年以后， 她自己则早

已成为时尚内容的创造者。

拍出近400万美元 ，曾创
下单幅摄影世界纪录

偷穿妈妈的高跟鞋， 拿出大人的口

红粉底往脸上疯狂涂抹， 把自己打扮成

“别人 ”， 这是舍曼从小爱玩的游戏 。

1972 年 ， 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主

修绘画的舍曼 ， 延续着儿时的爱好 ，

常常走街串巷淘来老旧的服饰 、 假

发 、 道具 ， 把自己打扮成各式各样的

人物 ， 对镜摆拍 ， 参加社交活动 。 终

于有一天 ， 她的同学兼男友罗伯特·

朗格忍不住向她建议 ： “不如把你花

这么多时间做的这些事拍下来。” 这个

建议使舍曼丢弃了画笔 、 走上观念艺

术之路 。 展览现场 ， 舍曼创作于 1975

年的一件长 2 分 22 秒的影像作品 《娃

娃的衣服 》， 就是她观念艺术的起点 ，

揭示出换装的过程 ， 就是她自我转变

的过程。

拍摄于 1978 年至 1980 年间的黑白

系列 《无题电影剧照 》 是舍曼的成名

作。 总计近 70 张的这组照片被并置在一

整面展墙上， 格外富有视觉冲击。 这些照

片看上去似曾相识， 仿佛希区柯克或安东

尼奥尼电影中的场景。 事实上， 它们都出

自艺术家的杜撰， 只是抓住了某种人物类

型的性格。 舍曼把自己打扮成电影里形形

色色的女主人公， 家庭主妇、 图书馆员、

有钱人家的女佣、 搭便车的女郎……她们

摆出或委屈或性感的姿态， 再现的正是大

众文化潜移默化塑造的女性固有形象。 当

舍曼拍下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时， 她发现

与自己此前拍过的一张有些许相似， 于是

决定停止这个系列， 她认为再拍就是重复

自己。 1995 年， 《无题电影剧照 》 系列

被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以 100 万美元收

藏———这是当时的天价。

2011 年以近 400 万美元创下当时单

幅摄影作品世界拍卖纪录的 《无题

96 号》， 连同这个系列的多幅作品 ，

此次也有缘为上海观众所见。 这是艺

术家 1980 年代初继 《无题电影剧照》

系列之后首次对彩色照片的尝试。 这

个系列将对于女性情绪、 心理的探索

深入到一个极致， 也将舍曼身上的女

性主义标签推向顶点。

在艺评家眼中， 辛迪·舍曼对摄

影在当代的推进居功至伟。 从此， 人

们不再认为摄影仅仅是为了记录真实

而存在。 原来， 摄影也可以是有主题

的创作和虚构， 摄影艺术家力图展现

的不仅仅是 “真实” 场景， 更是画面

背后的思想与观念。 对于当代艺术边

界的开拓， 正是舍曼留给世界艺术史

最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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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各国音乐元素，为传统民歌注入活力

“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者姜方） 作为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 ，

“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

间歌曲音乐会” 昨晚献演于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 。 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用

15 首来自中国六个民族、 12 个地区

的歌曲， 勾勒出一幅绚烂的中华音乐

版图。

云南藏族民歌 《美人 》 灵动优

美， 蒙古族短调 《诺恩吉雅》 泰然悠

扬， 根据侗族大歌改编而成的 《夏蝉

之歌》 嘹亮流畅， 江浙吴语小调 《紫

竹调》 清奇婉转……随着音符流转，

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鲜活地展现在观

众眼前。 这场推出于 2017 年的音乐

会曾亮相中国音乐学院 、 星海音乐

厅、 清华大学等地， 广受欢迎。

此次来沪参演艺术节， 雷佳表示

十分期待， 因为 “上海观众热情又专

业， 能激励所有艺术家把作品打磨得

更精致”。 她力图以重新编配的民歌

体现 “新国风” 的音乐理念———在忠

于中国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博采各国音

乐元素， 为中华传统民歌文化注入新

的活力。

昨晚的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

院长、 歌唱家廖昌永担任主持人。 他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15首歌曲的风格与

背后的故事。 “中国有无数优秀的民

族民间音乐值得深入挖掘。 尊重传统、

用心表达， 雷佳为民歌在当代的发展

与传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与探索。”

音乐会由赵麟担任音乐统筹， 夏

小汤执棒。 西方弦乐四重奏， 笛子、

琵琶等中国民族乐器， 以及吉他等现

代乐器组成的小型乐队， 带给观众熟悉

又陌生的民歌聆听体验。 比如 《诺恩吉

雅》 用大提琴模仿马头琴的声音， 还加

入了金贝鼓和沙锤， 使来自草原的民歌

多了流行音乐的特质。 而在根据新疆民

歌改编的 《阿瓦尔古丽》 中， 小提琴与

吉他的交互推进铺垫出西域音乐的底

色， 用非洲乐器金贝鼓模仿新疆手鼓的

节奏， 则使作品不失民族风格的同时充

满了世界音乐的张力。

一曲陕北民歌 《三十里铺》 兼具高

亢粗犷和缠绵悱恻， 把观众思绪带到了

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 原来为了用不同

语言和方言演唱民歌， 雷佳多次前往全

国各地深入民间采风。 据悉， 之前雷佳

出演陕北秧歌剧 《米脂婆姨绥德汉》 女

主角， 采风期间她整日和榆林老乡在一

起生活 、 交流的经历 ， 让雷佳不仅把

“米脂婆姨” 刻画得惟妙惟肖， 还练就

了一口纯熟又地道的陕北话。

“老哈河水长又长， 岸边的骏马拖

着缰， 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 出嫁到遥

远的地方……” 《诺恩吉雅》 的歌词这

样写道。

“这首蒙古族短调表达了对远方父

母的思念， 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 雷

佳说 ， 民歌既能唤起五湖四海国人的

乡情 ， 也能跨越国界和语言 ， “就和

我们听莫扎特、 贝多芬时所感受到的冲

击一样， 打动人心的音乐是世界性的。”

在不久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中，

雷佳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率领的丝绸之

路乐团合作时， 她所演唱的云南藏族民

歌 《美人》 就让这支 “国际乐队” 深受

感动。

“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 昨晚献演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 这场专场音乐会曾亮相中国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厅、 清

华大学等地。 图为音乐会资料图片。 姜通摄

（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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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舍曼 2017-2018 年作品

《无题 585 号》。

荨辛迪·舍曼 1978 年作品 《无题电

影剧照 21 号》。

▲辛迪·舍曼 1989 年作品。

■ 辛迪·舍曼 9 件
今年的新作借由此次
展览全球首次亮相 。

如 此 重 量 级 的 “亮
相 ”，在近年来上海的
文艺展演中已不算罕
见———这是越来越多
世界级名家名团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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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人们看到世界
级艺术家 、 艺术机构
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艺
术氛围的认可 ， 也进
一步提升着上海城市
文化品牌的标识度和
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