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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不能在经典面前丧失勇气
不要成为经典的奴隶

嘉宾：福金（俄罗斯戏剧导演） 采访：柳青（本报记者）

文汇报：您把《零祈祷》的舞台设计成一个巨
大的轮盘赌，创造了一种惊骇的戏剧效果，您认为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最重要的意象么？

福金：小说《赌徒》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主角
面对人生的选择，就像面对赌场里的轮盘赌。我
把舞台设计成一个转动的赌盘，舞台不停转动，

指针随机地指向零或其他数字， 这象征着男主
角阿列克谢的处境———他绝望地爱着将军的养
女波琳娜，却没有勇气追求爱情；他被困在那座
以温泉和赌场出名的度假小城， 无法选择自己
未来的道路，他的人生成为一场 “押对 ”和 “押

错”之间的游戏。每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角色都
会被赌盘推着走， 轮盘赌的游戏吞噬了每一个
人———阿列克谢、将军、老太太……他们的生活
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障碍， 有经济的， 也有感情
的，这群人无法面对现实的障碍，用赌徒的心态
迎接未知的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十年混迹于赌场， 试图
用赌博抵偿他曾受到的苦役刺激， 求得精神和
经济的双重解脱。小说《赌徒》的意义，不仅在于
它带着作家私人生活的影子。近150年过去了，

我相信这部作品仍然能刺痛当下很多人的神

经。任时代变迁，阿列克谢的处境总能激发社会
层面的共鸣。因为人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现在
的人和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人
们是一样的。 虽然技术进步了，语言变化了，人
们穿的衣服不一样了， 人们对时间和空间距离
的感受不同了，但这些改变都是外在的，人性深
处的疯魔和痛苦没有改变。

文汇报：你在改编《哈姆雷特》时，对原作的
结构做出了很大调整，改编《赌徒》时，删减了近
三分之一的内容， 这两部作品的演出时间都控
制在100分钟以内，相对于原作而言，非常简练

了。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敢于对经典做出大刀
阔斧的精简？

福金：传递经典文学作品，这是戏剧的使命，

但戏剧还有另一套规则，它必须和新世界结合。面
对莎士比亚、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尊重
经典， 也要考虑怎样让这些大部头的文本和当代
观众更“适配”。

现代生活的节奏是很快的， 我很难强求观众
带着“受教育”的心态到剧场里坐上三、四个小时。

为什么不能把经典文本精简、加快演出的节奏呢？

经典不是必须“宏大”且给人压迫感的，它们不应

该是负累。我不希望观众走出剧场时，觉得看戏是
桩很累的事。

把经典作品搬上当代舞台， 最重要的是留住
核心，确保作品的主干在、魂魄在，其他的枝枝蔓
蔓可以大胆砍掉。这是创作必须追求的自由感。如
果总是以战战兢兢的心态面对前辈， 很可能会被
前人的作品压垮，如果丧失了勇气，我们将成为经
典的奴隶。

文汇报： 您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这样充满自
信吗？

福金：我曾说过，舞台有两面：一面是众人看
到的光彩华丽， 另外一边却是大多数人所看不到
的东西。 创作首先是孤单的。 我每做一部作品，就
像经历一次野外冒险， 像个急先锋一样在丛林里
开路。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是否可行，但所有人默认
导演必须知道。 可问题是，导演其实也不知道。 如
果一个戏成功了，所有人都会欢呼；而如果一个戏
不够成功，导演要承担主要的罪过，因为他是带路
的人。

当我还是个年轻导演时， 我总以为下一部戏
会更简单起来。但逐渐地我明白了，未来的戏只会
越来越难，下一部总是更难，因为经验在不断丰富
的同时，也在干扰后续的创作。我渴望一直创作出
新的东西，这很复杂，也很困难。 每一部戏的编排
都使我内心焦虑， 甚至害怕， 这样的状态是经常
的，我只是不表现出来。 每次有新作上演时，我会
担心它失败，更担心它即使成功了，却不是我追求
的效果。很多时候，作品在现实达到的效果与内心
期待的效果之间有着差距。

文汇报： 您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很浓厚的兴
趣，这次来上海，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观看昆剧团演
员的日常训练， 您认为东方的表演体系会给西方
戏剧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福金： 我们的前辈梅耶荷德对东方的表演体
系充满热情，他的“有机造型术”从东方艺术中获
益良多。 我一直希望把京昆的身段借鉴到俄罗斯
经典作品的演绎中， 正在考虑让亚历山德琳娜的
一些演员到上海昆剧团接受一段时间的学习，把
东方的身体训练方法和肢体语言用到接下来的
《奥涅金》的排演中。

作为货币的白银，足以颠覆你的想象
131件展品系统梳理唐代以来白银在我国货币史中的发展历程

据记载，在我国，白银的冶炼和使用最早

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么，白银是何时取

得货币资格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

上海博物馆近日揭幕的“熠熠千年：中国货币

史中的白银”以实物的形式给出解答。这是目

前为止，对唐代以来白银货币规模最大、种类

最全的一次展示。 展览以中国白银及白银货

币的发展为线索， 集中展示了131件相关展

品， 以期让观众直观了解我国货币史中白银

的发展历程、 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

作用，以及由白银联结的中国和世界。

明中期前， 普通老百姓根本
接触不到白银

本次展览以上海博物馆馆藏为主， 时间

跨度从唐代直到清末民初，种类包含银锭、银

元、纸钞等等。

展厅中， 年代最早的一件展品为唐代五

十两银铤， 它属于唐代晚期较为多见的船型

银铤，这种形制成为了北宋银铤的滥觞。到了

元代，这种白银货币开始多称为锭。此次展览

策展人、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吴旦敏介绍， 白银在明晚期前都是国家层面

才能拥有的， 明代在国家行政和市场推动的

双重作用下，白银终于转变为国家法定货币，

到了清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主要使用的货币。

白银货币流通之前， 中国普遍使用的是

铜钱，以及布帛和粮食等物资，长距离转运非

常耗时耗力。白银于是登上历史舞台，作为财

政税收中大额等价物流转使用的半货币。 中

国财税博物馆文物保管与陈列部副主任陈阳

介绍，明中期前，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白

银。 在小说、影视剧中，人们一甩手便是几两

银子的情况难以出现。在明正统年间，国家才

从法律上正式认可白银是一种货币； 明中叶

以后，民间交易小额用钱，大额用银，白银才

在民间大量流通使用起来。

最早的 “元宝 ”发现于上海 ，

没有影视剧里中间凸起的形状

人们常常把银锭叫做“元宝”，这个称呼

始于何时？本次展览中，有一枚在上海发现的

元至元十三年扬州银锭，背面铸刻有“元宝”

两字，将银锭称为元宝亦是从此开始的。文献

记载，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大

兵平宋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

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作为上贡，每重五十

两。 专家推测，“元宝”的元也许是朝代之称，

后世也将银锭统称为银元宝。

不过，此次展出的元宝都是中间凹陷，两

头翘起的形制， 并没有影视剧中常见的中间

凸起的形状。陈阳介绍，凸起的形状在从唐到

清都没有看到过实物， 但中间凸起的元宝形

状在清代木版年画中就已经出现， 但这种形

状是如何产生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银锭的凹

面上通常刻有铭文，标明地点、用途、分量等。

在凹面的地方，有些有一圈一圈的细丝纹，清

代也有表面光如镜面的， 这都表明银锭的成

色。越细、越亮，成色越高，而银锭的价值就是

成色和重量两方面决定的。

除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外， 本次展览还

特别展出了来自中国财税博物馆、 国家文物

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 I号考古队 、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珍贵展品。 其中， 最为

引人关注的莫过于 “南海I号” 沉船出土的

南宋银铤。

据介绍，中国白银时代的来临，是大航海

时代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 海外贸易

的发达，使得价值大、重量轻且便于长距离携

带运输的贵金属白银也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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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一个地域概念， 更代表了

一种文化，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忆

江南》中，尤以“能不忆江南”一句彰显

诗人心中对江南的溢美之情。 今年适

逢上海大同乐会成立百年之际， 在大

同乐会的诞生地———上海， 以一首大

同乐会成员柳尧章改编的乐队合奏版

《春江花月夜 》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

2019-2020演出季开篇，意义非凡。 这

首近代民族管弦乐作品的经典之作，

近一个世纪里以其不凡的魅力存世并

回响于海内外， 传递出从大同乐会回

响世界近百年的开始， 再续锦绣江南

的壮美篇章的祈盼。

上周末上海大剧院音乐会开场，

上海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周韬一袭长

衫落座， 随后琵琶三声音落琴弦之上

时， 远处的江楼钟鼓的意象已渐近自

然。独奏琵琶与箫渐近渐远、缓徐交替

的相互应和，在一番月上东山、风回曲

水、花影层叠、水深云际意象与意境的

层迭恍惚后归于寂静。 在回味这好一

幅江南美卷之时感叹张若虚笔下的诗

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

人”的意境。

随后四部作品均为原创首演，韩闻

赫、孔志轩、刘畅、王云飞四位作曲家受

上海民族乐团委约，以江南为主题创作

了代表浙、徽、江、沪四个地域文化特色

的音乐作品，笛、箫、古筝、二胡、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联袂演出的

形式，描绘出浙江西湖的灵动、安徽黄山的雄浑、苏州园林雅致，以

及海纳百川的海上文化。 青年作曲家韩闻赫创作的《湖光》是一首

笛、箫与乐队的作品，在这首代表浙江地域的作品中，音乐曲调取

自越剧《白蛇传》唱段《西湖山水还依旧》，并结合了浙派代表乐曲

《鹧鸪飞》《幽兰逢春》的元素。 浙江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赵琦与上海

民族乐团陈昀颖的笛、箫演绎珠联璧合，笛的润丽、箫的幽远游弋

在乐队弦乐声部略带缠绵的曲调中，一面湖水，四时天光跃然呈

现。 曲中几处早莺的啼叫、主奏笛与乐队笛组的对鸣生成一种意

象，音乐中透出的唯美、凄婉耐人寻味。 真可谓“江南忆，最忆是杭

州”！代表安徽地域的作品双古筝与乐队演奏的《山色》是由上海音

乐学院博士候选人的孔志轩创作，我们在这首作品中能够听到徽

剧、江南丝竹及古琴的音乐素材。 乐曲开始以恢弘的乐队全奏造

势，两位青年古筝演奏家张羽、方瑜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演绎该部

作品，古筝演奏中加入了模仿古琴绰、注的演奏手法，产生的特

有声音意象，生成一股苍劲古韵，此曲将黄山的雄浑毓秀与卓然

凌空的气韵表达得淋漓尽致。 琵琶、二胡与乐队《园影》由青年作

曲家刘畅创作， 这部代表了江苏地域的作品灵感来自苏州园林

怡园中的四处景观，全曲分为四个乐章，以《品琴》《听荷》《碎石》

《游园》为题。 作为江南丝竹乐主要乐器的二胡、琵琶在乐曲中时

而走出江南丝竹《行街》的音调，月移花影、弦歌吟哦，是梦境，亦

是仙境。 二胡演奏家顾怀燕及琵琶演奏家李胜男的演奏将丝竹

乐中弦乐与弹乐的特征近乎完美的演绎。 代表了上海地域风格

的器乐重奏与乐队作品《江南》，是由作曲家王云飞创作，六位独

奏演奏家再度联袂登台与乐队呈现了大音和鸣、 韵味十足的江

南风貌，记忆中的江南自时光中走来，亘古而今，越发得清晰，挥

之不去。 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家园》意在用

民族之音奏响“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的主题，发出天下一

家、和谐共进、平等相待、共通共融的呼唤。

整场音乐会寓意深刻。音乐会以《春江花月夜》开篇，一方面

表达了向百年大同乐会及经典作品的致敬， 另一方面希冀当代

民族管弦乐新作中能再添传世之作，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创

造新的经典，并以此契机更好地挖掘、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江南

印象”。 音乐会听罢，不由得赞叹一句：江南如此盛境，怎能不

忆！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快 评

传递经典文学作品， 这是戏剧
的使命，但戏剧还有另一套规则，它
必须和新的世界结合。 面对莎士比
亚 、果戈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 ，尊
重经典， 也要考虑怎样让这些大部
头的文本和当代观众更“适配”。

这是俄罗斯当代重要的剧场实
践者福金的观点。 担任亚历山德琳
娜剧院艺术总监的他， 曾获得代表
俄罗斯戏剧最高水平的 “金面具
奖”，并在去年摘取欧洲戏剧最高荣
誉———欧洲戏剧大奖。 上周末，俄罗
斯亚历山德琳娜剧院的《零祈祷》在
上海连演三场 ，这是继 《钦差大臣 》

和 《哈姆雷特 》之后 ，俄罗斯戏剧导
演福金的作品第三次来到中国。

福金在创作中偏爱经典文本，这
次的《零祈祷》改编自陀氏的小说《赌
徒》。福金对经典作品的改编，风格简
约，敢于对原作文本做出大幅度的删
节和调整。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他直言：“创作者不能在经典面前丧
失勇气，不要成为经典的奴隶。 ”

世界上最神秘的那一抹蓝首次登陆上海
克莱因蓝原作亮相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年度特展“挑战的灵魂”

有一种蓝，当它被大面积铺满在画布上，

颜色本身的密度仿佛具有磁力， 呈现出鲜活

而危险的质感。对于这样的蓝，一位法国评论

人说，你的思想会比眼睛先看到。这抹神秘的

蓝，便是克莱因蓝，以找到它的法国艺术家伊

夫·克莱因之名命名。 1960年，克莱因为这种

蓝色注册了商标，命名为IKB。 他是世界上第

一个为颜色注册商标的艺术家。

近日， 克莱因蓝原作在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年度特展 “挑战的灵魂： 伊夫·克莱因、

李禹焕、 丁乙” 揭开面纱。 这是伊夫·克莱

因这位早逝的天才艺术家的作品首次登陆上

海， 也是首次大规模登陆中国。 展览共通过

百余件文献、 绘画和装置作品， 让观众感受

三位来自不同时代、 不同文化的艺术家对实

验、 创新和发现的不懈追求， 以及如何创造

崭新的艺术语言、 媒介和形式， 挑战约定俗

成和流行。

在这个展览中， 克莱因蓝可以说是贯穿

始终的一条线索。 踏上克莱因蓝与白色鹅卵

石相间的“无尽阶梯”，观众将与二楼平台上

几乎铺满地面的巨幅克莱因 《蓝色色粉》相

遇，这片蓝就像无边无际的泳池，直观予人视

觉与心灵上的双重冲击。

克莱因的第一幅深蓝色单色画可以追溯

到1940年代末期， 他其实对那次结果并不满

意， 认为胶水和修复材料阻碍了颜色本身感

性的发挥。为了找到他理想中的深蓝色，他开

始与艺术品商人和化学品制造商合作， 在作

坊里执着地调试颜色。11年后，他发现将纯净

的干燥颜料悬浮在透明的合成树脂， 并以醚

和石油作为溶剂， 便能卓越地保持群青色素

的美学效力。他进而将这种蓝色运用于绘画、

雕塑， 甚至还让模特涂抹了这种蓝色在画布

上作画，形成了其标志性的“人体测量学”。对

于他这种不断用蓝色进行创作、 去定义蓝色

的尝试，当时的欧洲艺术界非常震惊。 日后，

克莱因蓝像是一种魔法， 席卷了世界的各个

角落和领域。

在策展人李龙雨看来， 克莱因是在以这

种蓝色表达无形的无限，以及绝对。 “克莱因

就用一种颜色，用蓝色进行创作，他颠覆了欧

洲的颜色传统。他认为蓝色是一种媒介，能够

释放、解放不同的颜色。他说这种颜色是非物

质的， 所以他的作品想谈的就是物质性和非

物质性之间的关系。 ”

值得一提的是， 东方艺术也曾影响克莱

因的艺术创作。 克莱因曾于1952至1953年间

赴日本学习柔道， 同时研习的还有东方茶道

和宗教。 与克莱因共同参与此次展览的日本

物派代表艺术家李禹焕指出， 克莱因从这样

的东方文化语境里面， 最后发展出了不同的

观察世界的观点， 对他今后的艺术生涯有着

非常大的影响。“他整个人生观和宇宙观应该

是在日本的这段经历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和拓展，最后反射到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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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 剧照。

荨 《零祈祷》 剧照。

（均主办方供图）

上周末， 俄罗斯亚历山德
琳娜剧院的《零祈祷》在上海连
演三场 ，继去年 《哈姆雷特 》之
后，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福
金旋风再度惊艳魔都。

伊夫·克莱因站在其作品 《蓝色大幅人体测量学———致敬田纳西·威廉斯 》

（ANT 76） 前。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供图）

明嘉靖十四年袁州府万载县五十两

银锭文字拓片。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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