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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交响乐团今晚中国首秀

著名女指挥携巴西圣保罗交响
乐团开启亚洲巡演

本报讯 （记者吴钰）美国著名女指挥马琳·阿尔索普今晚将

携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献演上海大剧院。 上海不仅是阿尔索普

与该乐团亚洲巡演的第一站， 也将见证南美交响乐团首次访问

中国。 阿尔索普透露，曲目风格热情似火、极度浪漫，“今晚将是

巴西送给中国观众的礼物”。

阿尔索普师承美国著名作曲家、 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生前曾计划来中国演出，遗憾最终未能成行。多年来深

入研究恩师作品，让阿尔索普成为了伯恩斯坦最权威的诠释者。

本次音乐会将以伯恩斯坦轻歌剧《老实人》序曲开场。 该曲根据

伏尔泰著名短篇小说改编，结合美国本土音乐语汇，讲述年轻学

生坎迪德在即将举行婚礼却遭遇战争的故事。阿尔索普表示，该

曲“对歌剧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开场白，充满了乐观和阳光的精神

力量———就像伯恩斯坦本人一样”。

近年国内上演的多为德奥系乐团， 此次音乐会中由巴西乐

队原汁原味演绎南美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作品《巴赫风格的巴

西舞曲 No.4》、希纳斯特拉的芭蕾《埃斯坦西亚》选段，备受乐迷

期待。阿尔索普形容其“极具律动感和狂想气质”，颇能代表巴西

的国家形象。 “每支管弦乐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国家而

异。 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感情浓烈、热情洋溢，而南美的音乐风

格通俗易懂，有很多乡村元素。 ”

阿尔索普表示，精心设计的“整体曲目安排对情人节来说非

常完美”。 音乐会下半场呈现的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

夫交响组曲《舍赫拉查德》以《天方夜谭》为蓝本，讲述舍赫拉查

德王后善用故事取悦丈夫，也聚焦“最美的爱情生活”。 “南美乐

队的音乐会不像很多现代音乐那样强调智性、脑力，没有那么多

规矩，享受音乐的乐趣即可。 ”

指挥作为古典乐坛中的权威角色，女性面孔屈指可数。 “30

年前， 当我刚踏入指挥领域时， 女性面对的挑战远多于性别优

势。 ”阿尔索普回忆，“我的名字马琳比较罕见，没有音乐会视频

的时候，观众看到节目单时并不知晓我是女性，走进音乐厅总是

大吃一惊。 ”她迎难而上，创下多个纪录，赢得了指挥界“第一女

性”的美誉：2007 年受任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成为首位

领导美国大型交响乐团的女性；2013 年成为首位登上逍遥音乐

节终场之夜的女性指挥家；2018 年受任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艺

术总监、首席指挥，成为打破“音乐之都”保守态度的女性……

她期待见证更多女指挥登上舞台， 但并不希望利用性别出

名，更向往女指挥凭借富有创造力的曲目编排、对音乐的贡献为

人所知。阿尔索普也为中国首秀兴奋不已，她在巴尔的摩交响乐

团担任指挥时，就结识了多位优秀非凡的中国音乐家。 上海站

结束后，还将在济南、北京、香港等地展开巡演，并与中国的学

生乐团合作。 “小提琴家宁峰会在之后加入巡演，中国年轻音乐

家的才华和技巧令人灵感迸发，我们的合作一拍即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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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浸润城市“微更新”

悄然提升着人们的幸福指数
里弄深处、厂房旁边，水泥灰底色的废

旧锅炉外壁上，“簇拥” 着一群头戴白帽、喜

气洋洋的女工。 她们身着五彩衫裙，衣兜里

或装着裁布的剪刀， 或手捧纺织好的线团，

向过往行人露出幸福而又灿烂的笑容。

近日，M50 创意园迎来一道道簇新的艺

术风景———以《纺织女工》为代表的一系列

涂鸦、壁画、装置正用自己的斑斓色彩使暗沉

的园区重焕活力，吸引不少人驻足观赏。城市

“微更新”项目就这样悄然在上海的街头巷尾

生长，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园区、社区、城区的

空间形态， 为原本冷冰冰的建筑与环境赋予

生气与新意，同时提升着人们的幸福指数。

一个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
创意，让公众与往事相逢

M50 创意园的前身是上海春明粗纺厂，

原为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的家族企

业“信合纱厂”，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园

区拥有自上世纪 30 年代至 90 年代各个历

史时期的工业建筑 50 余幢， 是目前苏州河

畔保留最为完整的民族工业建筑遗存。2000

年起，这里转型成为艺术创意园区，吸引艺

术家与工作坊纷纷入驻。 然而，近几年随着

沪上新兴艺术、 创意聚集区接二连三出现，

M50 这一老牌创意园区显得有些落寞，旧工

业风的建筑外墙散发着冷清。去年 10 月起，

来自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两所院校的师生们，尝试用自己的设计

唤醒睡意沉沉的 M50 创意园， 今年年初这

一系列“微更新”进入尾声。

门廊下的《如梭》以黄色为基调，呈现一

位活泼的纺织姑娘在梭子与线团中舞蹈；锈

迹斑驳的墨绿色大门“因地制宜”地变身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流行的搪瓷缸；《猫与

M50》则将园区内最常见的两个物象合二为

一，猫咪挥动爪子拨弄着线球……概览此次

“微更新 ”M50 的 11 幅作品 ，不难发现 “纺

织”“年代”成为两个恒定的元素，被艺术家

与学员们反复描述。

记者采访了这个项目的主导者上海视

觉艺术学院的刘毅教授，在他看来，面对作

为历史遗迹的 M50，保护最为重要；在此前

提下，让现有的墙面里弄成为底板，园区的

历史成为创作者的灵感来源。最终，小体量、

小作品、小创意共同诠释了“微更新”项目中

“微”的含义，以 “细无声 ”的方式 “滋润 ”着

M50。 “艺术家与学生们在创作之前，查阅了

大量的园区历史资料，并参观了旁边的纺织

博物馆，目的在于充分实现公共艺术的‘在

地性’”，刘毅特别强调了一点，与展厅内的

艺术不同， 公共艺术的意义不在于颠覆，尊

重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此次创作的目的，

是为了点亮园区，通过艺术的方式，为公众

与历史牵线搭桥。 ”

一颗颗巨型“小熊软糖”，让
居民的日常实现了共享

如果说艺术园区内的“微更新”是一片

试验田，那么居民区的公共艺术创作则真正

深入公众的日常生活，诠释着“公共艺术为

公众”的理念。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何家宅小区，一个建

造于 1980 年代的寻常小区， 是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沟通最后一公里”活

动的所在地。前不久，变化悄然于这里发生。

比如， 摆放在小区花园里的那一颗颗巨型

“小熊软糖”，就分外牵引人们的视线。 这组

装置拥有一个通俗却意味深长的名字———

《生活博物馆》。它们其实是一个个由树脂制

成的罐子， 造型俨然小熊软糖的放大版，每

一只罐子里都可以存放社区居民的一件私

人物品，并将物品的故事以语言的形式记录

下来， 来往行人只需要扫描罐子上的二维

码，即可解码旧物件的前世今生。就这样，居

民的日常通过一种被艺术包装过的特殊方

式出现在社区花园，实现了共享。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华艺

术宫副馆长金江波教授告诉记者：“在部分

社区中，服务于各个年龄层的公共文化活动

较为单一，社区自治难以实现。而《生活博物

馆》 这样的作品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场

域，使得公众能够参与其中，既丰富了文化

生活，也沟通了邻里情谊。 ”

当然，公众艺术参与城市建设的作用不

仅如此。 “当创作团队进行创作前的实地考

察时，居民区肆意堆放的垃圾引起了我们的

注意。 ”“公共艺术沟通最后一公里”活动负

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

程雪松说。 于是，“垃圾分类”成为何家宅小

区公共艺术创作的主题之一。 明亮的颜色、

直观形象的垃圾桶、 标有刻度的距离引导

线，一个名叫《最后一公里》的作品，以趣味

的形式引导人们进行垃圾分类处理。但这尚

且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从垃圾的终端进行

分类，才能减小二次分类的难度。 创作者目

前已试点进入小区居民家中，为厨房配套上

对应色彩的垃圾袋，用《厨房风景线》中可旋

转式设计让小空间发挥大作用。

从园区装置到社区规划，公
共艺术正在这样生长

从一尊雕塑到一个空间，从园区装置到

社区规划，提高社会参与度正成为公共艺术

发展的新方向。“集公共性、在地性和艺术性

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是金江波对于公共艺术

的定义，而在他看来，好的公共艺术，既能代

表所在地居民的利益，也能体现公众参与的

智慧，更能用艺术讲好故事。

公共艺术自上世纪末在欧美发端以来，

已逐渐成为城市空间建设的“艺术担当”。放

眼全球，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雨之舞》用数控

的方式，将几千个雨珠控制在一起，然后赋

予音乐， 缓解了候机时人们的焦灼心情；纽

约地铁空间里展示的系列作品《地铁人生》，

将卡通般的小人物、拟人化的动物放置在地

铁站的不同位置， 给来往乘客带来趣味与

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北站公园，用大量不

规则陶瓷釉面砌成宛如海浪的蓝色雕塑，通

过反射形成天与地的和谐对话；坐落于英格

兰北部的《北方天使》改造了曾经的重工业

基地，以一座重达 140 吨、展开和波音 747

飞机一样大的巨型雕塑，纪念这里当初以钢

铁铸造为主的生活方式……

保护环境、纪念历史、改造废弃建筑、更

新旧城区、解决社会问题……公共艺术逐渐

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责。 不过，在金江

波看来，“美育”才是其更深层次的作用。“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也在逐

步提高。 美育教育不再局限于有墙的美术

馆、博物馆，有限的讲座、活动，更要在公共

空间领域实现。 具有标识性的城市公共艺

术，就是塑造城市形象和人文特色、提升城

市能级和影响力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 ”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的公共艺术创作尚

在继续 ，上海里弄的 “微更新 ”也还在进行

中。 程雪松告诉记者，在未来一年的公共艺

术创作过程中，拓展公众群、避免过于个性

化的艺术语言介入环境将成为着重考量的

方面。 而如何还“艺术”于民、让普通人成为

参与主体，也正是今天的公共艺术家们亟待

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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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2019“世界

最美的书” 评选近日在德国莱比锡

揭晓 ， 其中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

“最美的书 ”评委会选送的 《江苏老

行当百业写真》 荣获 “世界最美的

书”荣誉奖。

老行当，是对社会上正在消失的

各行各业的总称，虽渐行渐远，却承

载着民间的独特智慧和一代人的共

同回忆。《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由江

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周晨设计，

龚为摄影，潘文龙撰文。乍看上去，这

本书方方正正、“土里土气”， 与其说

是一本书，更像一册历经沧桑的老账

本。 全书章节题文均为手写，墨迹工

整，书籍主体部分选用老店铺包点心

的纸张，手感粗糙，上面还有驳杂色

点，“土味”十足。 这本书依据行当特

点及旧时传统，将江苏老行当分为衣

饰、饮馔、居室、服侍、修作、坊艺、工

艺、游艺共八类，通过严谨的设计语

言，塑造出致敬匠心的特别气质。

设计师周晨同时也是这本书的

选题策划者。相较于一些设计者热衷

于模仿西方设计理念，周晨则乐于从

中国传统书籍设计中汲取养分，立足

民族文化特质展开创新探索。 “书中

这些行将消失的老行当正来自民间，

朴素而鲜活。 因此，我希望书给人的

感觉也散发着民间气味， 有生活气

息，以形传神———说白了，就是让它

显得‘土’一点。 ”

连同封面在内，《江苏老行当百

业写真》使用最多的纸张是一款过去

从来不曾被应用于书籍主体部分印

刷的包装纸。这种纸的原材料均为粗

料，色调暗淡、手感粗粝，可以说是纸

张中最不起眼的“灰姑娘”。但正是这

种颜色和质感深深吸引了周晨，“它

与全书所要表现的主题是吻合的。如

果用光滑的纸来印，感觉反而不对。”

除了选纸，这本书在工艺上也有

所突破。 基于纸钉的装订方式，解放

了书脊的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得

以实现业内罕见的四面毛边。 “过往

的打毛书籍通常使用机器实现，往往

会留下一条条明显的纹路；而《江苏

老行当百业写真》的打毛则使用冲击

钻进行手工加工，呈现出的效果就自

然多了。”正如评委会的评语所说：这

部书采取古老而民间的装订方式 ，

页码设置奇特； 而黑白图片印在粗

陋纸张上，产生古老斑驳的意向，仿佛揭示着新百业皆源自

老行当。

据悉，自创办至今，经“最美的书”选送参评的中国书籍设

计优秀作品中，累计已有 20 种摘得“世界最美的书”奖项。 由

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已有近百年

历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的最高荣誉。今年共收到

来自全球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 600 余件，最终推选出

14 部作品荣膺 2019“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中国选送“最美的

书”已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样本，也是国内优秀图书设

计师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文化

美美的“中国风”，源自真正的了解
每到农历新年前后，各路美妆和奢侈品

品牌都会刮起一股“中国风”。雅诗兰黛和阿

玛尼在美妆圈更带起了新风潮———把中国

生肖图印到粉饼、高光、眼影、腮红等一切可

以印上图样的彩妆用品上，如今，连一些并

没有在中国开柜的专业彩妆品，也与时俱进

地跟上了。只是这些限量版初衷是为中国市

场量身定制，其中却有不少设计过于“辣眼

睛”，难以得到消费者认可。

品牌们年复一年被吐槽，这不仅是你情

我愿的买卖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和另一种

文化之间迟迟无法对等交流的焦虑。

又丑又贵，对“中国风”是什么误会

是什么时候开始， 各品牌一年一度的

“命题作文”，越来越“辣眼睛”？

阿玛尼年年炒冷饭地把“福”字印到彩

妆盒上，今年总算略思进取，用红金配色做

出有中国窗花风格的品牌 logo 抽象图。 雅

诗兰黛继把猢狲、公鸡和斑点狗印上粉饼盒

后，今年隆重地炮制小猪佩奇配色的水晶拼

贴粉饼盒，售价不菲。

更多“辣眼睛”的大手笔来自奢侈品品

牌。比如路易·威登的限量款生肖围巾，让人

大开眼界。 中国十二生肖的卡通图案和路

易·威登的招牌老花图样一起， 在宝蓝、朱

红、品红这些明艳底色的围巾上印得密密麻

麻。 这些围巾一字儿排开，阵势像极了上海

老城厢弄堂里挂满的小儿开裆裤。

大凡说起时尚界的“中国风”，一桩桩都

是国外设计师竞折腰的惨案———巴黎世家

的春运编织袋，罗意威的热水袋手包，香奈

儿的东北大花袄，耐克球鞋上的扎眼的“发

财”，以及“维多利亚的秘密”大秀时的那条

画风惊人的龙，以至于中国消费者在社交网

络发文：放过“中国风”吧。

让了解的人做了解的事，才
能实现跨文化交流

看着美妆和时尚界的同行在同一道坎

上摔了又摔，竟是电影公司们率先吸取了教

训。在中国消费者对“中国风”的大牌产品无

语凝噎时，一批影视剧的“中国风”海报挽救

了大家的信心。

老牌英剧《神秘博士》在今年初发布的

一系列中国主题的海报， 真正让人们发出

“洗眼睛”的感叹，这组海报从两宋宫廷画作

中汲取灵感，用工笔手法融汇山水、花鸟、亭

阁等古中国的意象，在构图中有机融合了当

代中国的风貌和原剧集的核心内容，完成了

一次古典和现代、 东方和西方的漂亮对话。

《神秘博士》的这些海报从取材到画风，挣脱

了外界对中国长久的“刻板印象”，跳出农耕

民俗的审美局限，举重若轻地展现了传统精

英文化曾抵达的美学高度，这份美学的精气

神和当代世界的现代精神是无缝对接的。

受《神秘博士》影响，迪士尼在农历春节

期间发布了 2019 年主要影片的中国主题海

报，有 “吉星高照 ”的 《惊奇队长 》，“一飞冲

天 ”的《小飞象 》，“群雄集聚 ”的 《复仇者联

盟》，“心想事成”的《阿拉丁》等，“瑞雪丰年”

的《冰雪奇缘》和“大展宏图”的《狮子王》等

等。 这些年画风格的海报不仅意象生动，文

案也设计得妥帖。

是这些电影和剧集的剧组请到 “中国

通”支招么？ 答案可能大跌眼镜———片方邀

请了中国团队操刀。让术业有专攻的中国设

计师出手，初衷是把这些海报“特供”给大中

华区市场。意料之外是这些海报不仅获得中

国观众的认同， 更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让

英美等“作品原产地”的观众在社交网络发

文：求科普，求反向输出，原来“中国风”是这

样迷人的宝藏！

让了解的人做了解的事，这才是实现跨

文化交流的必要基础。商业品牌热衷于中国

题材，出发点是商机，这无可厚非。但一个无

奈且严苛的事实是，大部分国外设计师对中

国的了解是很有限的，甚至全无了解。 有一

度，因为迪奥把张旭的书法做成连衣裙的花

样，带起了时装界的汉字风。 一个设计师在

中国游历时，在一个即将被改造的城区屡屡

看到“拆”字，当地人告诉他，这个字意味着

“将来会更好”，后来，这个设计师回国就把

“拆”字做成了当季的成衣主题。设计师遇到

的那位路人，本意是善意调侃，设计师本人

也带着善良的愿望，却因为误解，筑成了时

尚界的一桩尴尬事。 而多少品牌的 “尴尬

事”，不是因为“双盲”的隔膜呢？

▲新加坡樟宜机场的 《雨

之舞》 用数控的方式， 将几千

个雨珠控制在一起， 然后赋予

音乐， 缓解了候机时人们的焦

灼心情。

荨上海广中路街道何家宅

小区的 《生活博物馆》。

（均资料图片）▲上海 M50 创意园的 《纺织女工》。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老牌英剧《神秘博士》在今年初发

布的一系列中国主题的海报，从两宋宫

廷画作中汲取灵感，用工笔手法融汇山

水、花鸟、亭阁等意象。

荩迪士尼出品的《狮子王》“大展宏

图”海报具有年画风格，不仅意象生动，

文案也设计得妥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