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首部小剧场戏曲瓯剧 《伤抉》 剧照。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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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多邬达克创造才华飞翔的舞台

今年是建筑师邬达克来到上海100周年，以今天的视角来检视这位来自欧洲、

成名于上海的建筑师，留给我们的遗产绝不只是建筑本身

今年是建筑师邬达克来到上海 100 周

年， 这为刚刚开幕的第四届 “上海邬达克

建筑遗产文化月” 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为期近一个月的文化月将以 “回望历史 、

开放融合” 为主题， 依托邬达克留下的众

多建筑以及关于他本人的传奇经历， 展开

包括城市记忆艺术展在内的多个活动。

在上海的土地上， 建筑设计的多样性

是由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 而邬达克正

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 在旅居上海的 29 年

里， 他设计完成了一百多处建筑， 其中逾

三分之一成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如果

说建筑不仅关乎技艺， 更关乎文化， 那么

以今天的视角来检视这位来自欧洲、 成名

于上海的建筑师， 留给我们的遗产就绝不

只是建筑本身。

这座城市 ，星星点点 ，到处
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

建筑学界普遍认为， 邬达克并不能完

全代表近代上海建筑的所有成就。 这个观

点没错， 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理性分析他

的意义和价值。

邬达克的特别之处， 首先在于其作品

分布和形态的广泛性与多样性 。 在上海 ，

转角遇到邬达克， 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表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曾经在

今年年中策划了 “致敬邬达克· ‘一带一

路’ 畅想” 中国上海美术家画作展， 他这

样对记者感慨 ： “这座城市 ， 星星点点 ，

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

风格多样是邬达克在建筑设计上的最

大特点。 看看他在上海留下的建筑： 既有

住宅、 医院， 也有教堂、 别墅， 既有商会

大楼， 也有剧场影院， 风格上则涵盖了从

欧洲文艺复兴到现代装饰主义的不同样式。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建筑作品深刻地融入

了上海的文化记忆， 成为上海城市历史的

有形载体。

比如他的代表作之一国际饭店， 在长

达半个世纪里都是 “上海最高楼”， 一度还

是 “远东第一高楼”， 其楼顶的旗杆中心位

置还被作为上海城市测绘的零坐标。 比如

最初被命名为 “诺曼底公寓” 的武康大楼，

孙道临王文娟夫妇就住在这栋大楼后来加

盖的四楼里 ， 赵丹 、 王人美 、 上官云珠 、

秦怡、 郑君里等电影明星都曾在这里生活

过。 更不用说大光明电影院， 曾经连续 11

年占据全国票房第一的位置， 还是亚洲第

一座宽银幕电影院和亚洲第一座立体声电

影院， 并且在国内首开先河地引进了 “译

意风” 同声翻译耳机设备， 著名影星卢燕

曾是第一代 “译意风” 小姐； 而他为爱国

实业家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设计的花园洋

房， 后来成为上海作协所在地， 几十年里

留下了多少文坛名家的风雅往事。

从这个意义上看，邬达克和当时活跃于

上海的一大批国内外建筑师一起，构筑了上

海留存至今的建筑样态和建筑文化。贝聿铭

的这句评价可谓贴切：“他的建筑过去是，现

在依然是上海城市轮廓线上的一抹亮色。 ”

上海成为今天的上海，正是
因为接纳了无数像邬达克这样
的人

更重要的是，邬达克的成功，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上海何以成为今天的上海。

关于邬达克来到上海之前的经历，现在

已经广为人知：出生于建筑世家，毕业于匈

牙利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学院建筑系，在一战

中被俄军俘虏关押于西伯利亚集中营， 从

转移战俘的列车上跳车逃亡， 一路经过哈

尔滨来到上海。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世界的其他

地方，邬达克只留下了两处建筑，一处在他

家乡、 今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班斯特·比斯

特里察附近的森林里， 是一座小小的教堂；

一处在美国加州，这是他离开上海之后定居

的地方，他在那里设计了自己的住所。

也就是说， 那些让他蜚声国际的作品，

都在上海。

一个原因当然是 ， 从 25 岁到 54 岁 ，

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是在上海度过的 。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学者苏智良说 ， 邬达克来到上海时 ，

正逢上海进入开埠之后的第一个高速发展

时期，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勃兴， 为邬达

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 彼时的上

海， 已经与巴黎、 纽约、 伦敦并列为世界

四大都市， 而他多元的风格， 正好契合了

上海成长为世界城市的时代需求和中西文

化交融的审美意识。

在毛时安看来， 当邬达克逃亡到上海，

这座城市不仅给了他扎根的机会和学以致

用的舞台， 更是包容了他的各种奇思妙想。

比如国际饭店， 在第二、 三层和 14 层以巨

型圆角玻璃镶贴， 这种在当时尚无先例的

玻璃幕墙， 营造了一种强烈的通透感和现

代感。 再比如刘吉生住宅， 作为主人送给

爱妻 40 岁的生日礼物， 庭院里处处充满爱

的气息 ， 特别是中轴线上的普绪赫喷泉 ，

是整座庭院的灵魂。 事实上， 用普绪赫的

故事来设计一个庭院一直是邬达克的梦想，

庭院中的很多设计灵感都来自莱顿的画作

《普绪赫洗浴 》， 可见他为此准备了很久 ，

终于等到了可以放手一试的机会。

苏智良用 “彼此成就” 来形容邬达克

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而上海有今天的

样貌和气质， 正是因为接纳了无数像邬达

克这样的人。 毛时安则说， 背靠长江、 面

向大海的区位优势， 使得上海形成了文化

上的独特品格： 开放、 包容、 创新。 开放，

就是采纳各种陌生新鲜异质的优秀文化 ；

包容， 就是给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存在和

生长的空间； 创新， 就是立足我们生活的

城市 ， 消化吸收多元文化的形态和养分 ，

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 富有中国特色鲜明

个性并以这种个性特色为世界接受的新的

文化 。 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所在 。

“今天， 当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 重新定位、 重新出发的上海会有更强

烈更广阔的文化需求。 我们需要为更多有

创造力的、 类似邬达克这样有才华的 ‘文

化飘泊者’ 提供一种归宿般的故土感， 一

个飞翔才华的大舞台。”

也许， 这是我们在今天纪念邬达克的

最重要的意义。

文化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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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本届上

海小剧场戏曲节已进程过半， 昨晚梨园戏

《陈仲子》 在上海长江剧场上演。 记者发

现， 连同此前演出的越剧 《僧繇》、 瓯剧

《伤抉》、 京淮合演 《新乌盆记》、 黄梅戏

《玉天仙》， 五部作品均聚焦历史人物的全

新演绎。 尽管不比大戏丰富的人物设置与

剧情线索交杂， 不过主创却用小剧场的自

由表达和弹性空间完成戏曲的 “当代性”

探索。

昨晚上演的梨园戏 《陈仲子》 备受期

待。 若是在其他地方演出， 有着 800 年历

史、 偏安泉州一隅的梨园戏， 恐怕还要做

一番自我介绍。 可在上海， 这个全国仅余

一个剧团的珍稀剧种， 却扎下了根。 不仅

业界对他们的程式 “十八步科母” 了如指

掌， 戏迷圈更是每年年初 “打飞的” 到泉

州看戏。 到了今年， 早在几周前， 就有戏

迷自发在朋友圈为梨园戏卖力吆喝， 戏迷

海青歌还自掏腰包买了票专送 “知音 ”，

原因只有一句话 “一部好戏， 一台好角，

不容错过”。

相比于前两年参与展演的残本戏、 孤

本戏， 今年梨园戏交上了一份规规矩矩的

“小剧场戏曲” 答卷。 故事的主角， 是一

位战国时期不以功名为追求、 不食乱世之

食的隐士。

该剧通过辟兄离母、 碎坛绝食、 半李

三咽、 灌园拒相、 食鹅呕鹅、 蚯蚓比廉等

情节， 梳理人物的人生轨迹。 编剧王仁杰

曾以 《董生与李氏》 享誉戏坛， 此次执笔

小剧场戏曲， 延续了他 “返本开新” 的戏

曲发展理念。 故事并非一味歌颂陈仲子高

蹈的精神品格， 同样反思他在高度自律甚

至有些苛刻的理想践行中， 是否也迷失了

自己。

梨园戏里展现战国的贤士， 首场越剧

《僧繇》 则以魏晋名士张僧繇为主角。 这

个历史人物以成语 “画龙点睛” 而留名，

过去的戏曲舞台没有触碰， 却被 90 后从

故纸堆里打捞上来。 故事不再重述 “画龙

点睛 ” 这个耳熟能详的典故 ， 重在追问

“画龙点睛” 一战成名后， 艺术家如何突

破创作瓶颈， 寻回初心。 瓯剧 《伤抉》 则

在兰陵王 “貌柔心壮” 四字做文章， 让这

位勇士面对名誉受损与家人性命的两难抉择。

在一些专家看来， 青年主创先锋、 创新的步子迈出去了，

引发思考的观点抛出去了， 也需要考虑观众的观演体验。 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 与其说是对于创新、 改编的态度不认可， 倒不

如说是对故事深度挖掘、 创新手法完成度的不满足。 一些为

“当代性” 而在表达中过分追求的 “形式感”， 没有很好地故事

内涵而服务。 如何将二者有机融为一体， 值得主创细细打磨。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下周开建
设计灵感源自莫奈传世名作《桥》

本报讯 （记者李婷）沪西将添文化新地

标。 记者昨天从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获悉，

经紧锣密鼓的筹备，该馆的新馆敲定于12月

18日正式开工建设。

新馆坐落于普陀区大渡河路以南、古北

路桥以东的长风一号绿地内， 总建筑面积

16000平方米。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莫奈的传

世名作《桥》，建筑形体模拟一座彩虹桥，通

过底层起拱， 贯通南北两个公园的景观，也

寓意为人类的童年与成熟未来架起桥梁。不

久的将来，一座“从大地走向天空”的知识殿

堂将拔地而起。

“这是一个乐学、 乐享、 乐创的智慧型

图书馆！”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卢秋勤

透露， 新馆定位为4岁至16岁少年儿童的信

息资源中心、 知识体验中心、 阅读推广中

心、 文化传承与交流中心和发展研究指导

中心。 在空间设置上， 共分四层： 一楼为

“悦知公园 ”， 通过绿地景观 、 艺术穹顶 、

展厅、 报告厅、 阅读阶梯等充满童趣的布

局设计， 架起阅读与美育的桥梁。 二楼为

“求知摇篮”， 服务于低幼儿及家长， 通过

自主阅读、 亲子阅读、 专业辅导阅读以及

创玩空间的智慧分配， 架起阅读与终身兴

趣的桥梁。 三楼为 “创知空间”， 服务于小

学生及家长， 结合国际STEAM （科学、 技

术、 工程、 艺术、 数学） 教育理念， 提供

创客空间、 多元文化交流空间， 架起阅读

与未来创新力的桥梁 。 四楼为 “睿知智

库”， 服务于中学生、 家长及整个少儿阅读

推广行业， 通过立体阅读区、 阅读示范空

间和公共研讨空间， 为行业交流搭建文化

互动及展示平台， 建成少年儿童的智力后

援和知识储备库， 架起阅读与社会发展的

桥梁。

从设计方案上可以看到， 新馆外立面

玲珑通透 ， 南北面采用规整的玻璃幕墙 ，

东西面石墙与玻璃幕墙结合， 可以充分利

用自然采光。 置身馆内， 南北绿地公园的

景色一览无遗。 图书馆内部还分布着大小

不同、高低起伏的圆形书架，结合通高中庭

与螺旋楼梯，形成了一个阅读的“森林”。 沿

着阶梯拾级而上，整个过程犹如从大地走向

天空一般，朝着知识的殿堂步步迈近。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全国历史最悠

久、藏书最多的省级少儿馆之一，其前身是

1941年成立的上海儿童私立图书馆，1958年

定址南京西路962号，1995年被评定为一级

图书馆。 该馆现有藏书82万余册，其中特色

馆藏近10万册，包括民国时期的少儿文献以

及中国早期儿童书刊、连环画等。 该馆现有

馆舍面积为4245平方米，主楼为欧式风格的

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

累，这里已经成为许多上海市民儿时美好的

回忆。

据悉，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建成

后， 位于南京西路的现有馆舍将继续保留，

在服务对象上与新馆进行细分。 其中，新馆

主要面向4岁至16岁的少儿提供图书借阅、

知识体验、展览展示、培训教育、文化传承与

交流等服务，形成示范性的标准化少儿图书

馆服务体系；现有馆舍则将承担0岁至3岁低

幼读者服务、特色馆藏保护、特殊群体服务、

少儿阅读发展研究与指导等功能。

“梵高最早的照片”被证伪

曾被大量书籍和资料引用，

画中人实为梵高弟弟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据海

外媒体，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梵高博物馆近日证实， 此前广为

流传的 “梵高 13 岁肖像照 ” 并

非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本

人 ， 而是当时画家 15 岁的弟弟

提奥·梵高 。 此前 ， 这张照片被

大量书籍和资料引用， 被认为是

“梵高最早的照片”。

这张肖像照最早出现在 1957

年由比利时梵高专家马克·埃多·

特拉尔波特举办的一场展览中 ，

当时就被命名为 “梵高画像 ” ，

随后这张照片就在全世界范围内

广泛传播。 从博物馆同时发布的

一张提奥 32 岁时的肖像照可以

看到， 两张照片里的人物有着一模一样的眼睛。

一档荷兰电视节目曾通过实验技术首次对照片上的 “13

岁男孩” 是否为梵高提出了质疑。 随后， 作家伊夫·瓦瑟尔通

过照片摄影师鲍杜因·施瓦茨和提奥·梵高的工作生活足迹推测

出照片上的人不应该是当时年龄远超 13 岁的梵高， 极有可能

是 15 岁的提奥·梵高。 梵高博物馆在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

研究后最终确定， 照片上的人确实为画家的弟弟提奥·梵高。

“此前很少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实性。 ”梵高博物馆高级专家

梅登多普表示：“因为照片中的人确实与梵高 19 岁的肖像照有

着诸多相似之处。 ”梅登多普口中的“19 岁肖像照”正是如今唯

一被确认为梵高本人的照片。 拥有同样的金红色头发，文森特·

梵高和提奥·梵高确实面容相近， 但细看提奥五官更为精致，眼

睛颜色更淡。

“我非常惊讶，但也很高兴这个谜团被揭开了。 ”提奥·梵高

的曾孙威廉·梵高表示 ：“这意味着人们更加正确地认识了梵

高。 ”

提奥·梵高出生于 1857 年， 比文森特·梵高小三岁。 在梵

高家庭的六个孩子中， 文森特·梵高是老大， 提奥·梵高排行老

三。 提奥是一个成功的画商， 也被认为是梵高一生中唯一的知

己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提奥都给予

了梵高极大的支持。 在梵高的书信 《亲爱的提奥》 中， 画家本

人形容提奥是他的至亲、 知音和支柱。 1890 年 7 月， 梵高在

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 年仅 37 岁。 仅仅半年过后， 提奥死于

严重的精神病发作。 去世后， 这对兄弟被合葬在了一起。

荨大光明电

影院旧照。 据介

绍, 这是邬达克

本人于上世纪30

年代拍摄。

（除署名图
片外均由邬达
克文化发展中
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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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达克建筑设计作品。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内部设计。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供图）

“梵高 13 岁肖像照”被

证实为其当时 15 岁的弟弟

提奥。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