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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 上海美术学院

跨越重洋， 将中国传统手

工艺带到丹麦。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 ， “风 从 海 上

来———非遗传承与现代设

计作品展” 在丹麦国家历

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展览围绕“平静的海”

“温暖的海”“波澜的海”三

种意境展开， 展出的60余

件作品均是上海美术学院

在传统工艺和现代设计方

面的创作成果。展厅内，来

自中国青海、新疆、四川等

省区的中国染织绣、竹艺、

木雕、剪纸、陶瓷等多种传

统工艺齐齐亮相， 勾勒出

岁月静好的往日图景 ，更

让人们看到古老技艺融入

现代生活迸发出的活力与

生机。

以缂丝为例， 它是中

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 ，

自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

之说。 缂丝自宋元以来一

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 ，

常用以制作龙袍、 复制名

贵书画和宫廷装饰品 ，具

有“织中圣品”之美誉。 然

而，美则美矣，与现实生活

多少有些隔阂。 此次展览

中， 苏州王氏缂丝第六代

传人王建江与设计师苗海

燕、李丹联手创作的“千里

江山翠履霓裳”系列，让人

们看到了缂丝全新的表

达， 成为当代服饰的一部

分。这个系列包含女鞋、箱

包和礼服， 上面的图案取

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图》， 但并不大

面积使用，而是“采撷”部分加以点缀。如

此构思让作品含蓄典雅， 既能体现中国

传统神韵，又透出时尚感。 “这种东方美

太奇妙了！ ”丹麦当地观众不禁赞叹。

竹编技艺自殷商问世， 传世已有数

千年。 “20 年前，竹编以出口为主，重视

实用性兼具工艺风格。 随着国内购买力

的提升，为何不能把实用品艺术化，摆脱

瓶瓶罐罐的创作模式？ ”带着这个想法，

东阳竹编的非遗传承人何红兵首次尝试

与两位荷兰当代设计师合作， 利用竹柔

韧的特性合力创造出了系列竹灯作品。

这些竹灯尺寸不一， 造型简约， 色彩绚

烂，极富线条感，令人赏心悦目。

本次展览中， 跨界时尚的生活用品

还真不少，比如竹艺与银器“混搭”的首

饰，结合皮雕技艺、顾绣、紫铜錾刻的箱

包， 泥塑和崇明土布等非遗元素组合而

成的立体走马灯…… “非遗是智慧的结

晶，它们中的大部分产生于农业社会，融

入现代生活是其面临的重大命题。”非遗

研究专家章莉莉指出，在当下，非遗传承

需要打开壁垒， 积极建立与社会多方面

的联系和互动。

据悉，“风从海上来” 是上海美术学

院推出的系列展览活动， 目的在于推动

国际艺术文化的交流。 2018 年以来，“风

从海上来” 以东方故事与海派文化为基

础，分阶段地把造型艺术、设计艺术、实

验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等教学与创作成果

带上国际舞台。展览已经在埃及开罗、比

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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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问世第一年上演百场
“电波”的成功密码是什么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去年12月试演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

近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重回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用七场精彩演出与

观众共度中秋。这台红色原创舞剧以烈

士李白的故事为原型，描摹出坚贞不屈

的共产党人群像。 自去年 12 月试演以

来，“电波”已献演了 66 场，年内还将演

出 30 多场， 一台舞剧新作问世第一年

就上演百场，实属罕见。

更难得的是，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密集演出中始终保持着高品质， 口

碑依旧处在巅峰， 目前该剧在豆瓣平

台拿下 9.4 高分 ， 甚至比开演时还有

上升。 据悉， 结束这轮上海演出， 上

海歌舞团还将赴河南、 山东、 安徽巡

演 ， 继续将 “电波热 ” 扩散至全国 。

连续获得 “文华奖” 和 “五个一工程”

奖的肯定 ， 被众多舞蹈爱好者加入

“必看名单”， 一台红色原创舞剧为何

受到全国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

“电波” 密码， 亟待解开。

再现信仰的力量， 触及
中国人心里的红色基因

加场与售罄， 大概是 “电波” 剧

组最常遇到的问题 。 8 月底 ，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上海城市剧院上

演， 原计划的两场演出一票难求， 应

观众要求加演至五场 ， 仍场场售罄 。

十几天后， 作为 “鼓舞华夏 ” ———中

国舞蹈家协会精品舞剧献礼演出剧目

之一， “电波” 移师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再度上演， 七场演出票早在 6 月份

就被一抢而空。 10 月下旬这台优秀原

创剧目将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

演出八场， 不少舞蹈爱好者 “虎视眈

眈” 准备抢票， 其中不乏准备二刷三

刷的忠实粉丝 。 类似的火热景象在

“电波” 巡演过的陕西、 四川、 内蒙古

等地先后出现， 甚至有人坐火车赶几

百公里路去临近城市观演。

“电波” 问世一年上演百场的盛

况 ， 其实早有预兆 。 2018 年 11 月 ，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太仓大剧院进行

带妆联排， 便有嗅觉灵敏的演出商闻

讯赶来先睹为快 ； 去年 12 月 ， “电

波” 首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试演， 蜂

拥到剧场 “看货” 的演出商已多达几

十家。 在当下演出市场， 红色题材的

舞台新作不仅是优质资源， 更是稀缺

资源； 上海歌舞团曾推出过 《野斑马》

《朱鹮》 等高品质、 高市场契合舞剧，

更让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很多演出商

预判到 “电波” 的火爆， 纷纷提出巡

演邀约。

巡演走遍大江南北， 直面口味迥

异的观众， “电波” 靠什么赢得一致

的好口碑？ 富有创意的叙事结构、 精

致考究的服化道、 绝妙的灯光和舞台

空间运用……这些都是 “加分项”， 舞

剧成功的根本在于成功塑造出有血有

肉的英雄形象。 舞剧主人公李侠的扮

演者、 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王佳俊发

现， 观众对李侠这个角色的喜爱远远

超过舞蹈演员， “真正了不起的是李

侠这一辈人所做的事， 他们可歌可泣

的故事、 坚贞不屈的信仰真正打动了

观众”。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灵

魂就是 “爱”， 爱家、 爱党、 爱国； 而

将这份爱升华至荡气回肠的 ， 便是

“信仰”。 红色主题并不是一种抽象的

概念， 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埋藏着红色

基因， 一旦被触碰， 就会引发巨大的

能量。 这也是 《永不消逝的电波》 能

受到年轻一代观众喜爱的理由之一。

聚拢全国优秀人才 ，碰
撞出最璀璨的艺术火花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不仅融入了

红色记忆和谍战元素， 更借助舞剧的

独特表现形式， 把石库门、 弄堂、 马

路、 旗袍裁缝店等老上海的特色呈现

在舞台上。 但谁能想到， 将海派风情

拿捏得如此熟稔的总编导韩真、 周莉

亚， 作曲杨帆， 服装设计阳东霖等主

创人员竟来自全国各地， 舞台上将学

徒小光演绎得活灵活现的青年演员侯

俊波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

们被 “海纳百川” 的胸怀引至这片热

土， 觅到一展风采的舞台， 进而与上

海舞蹈家们碰撞出最璀璨的艺术火花。

舞剧创作中的 “人才聚拢” 现象

并非孤例， 上海歌舞团的代表作 《野

斑马》 《闪闪的红星》 《天边的红云》

《朱鹮》 中都有着各地优秀舞蹈创作者

的智慧。 最新的 “电波” 经验则是充

分激活 “一团一策” 机制， 为艺术创

作 “保驾护航”。 去年， 上海歌舞团艺

术委员会积极履职， 对 “电波” 剧本

以及作曲、 舞美、 服装等设计方案展

开研讨、 论证， 并全面介入了舞剧排

练、 合成等环节； 推行多年的舞蹈演

员 “艺衔” 制度， 培养出朱洁静、 王

佳俊等首席演员和众多的独舞、 领舞

演员， 为 “电波” 连演百场打造一支

素质过硬的“铁军”；持续实施“创新人

才培养工程”， 吸引了何俊波等优秀青

年演员，有效夯实了人才梯队建设……

“艺术创作要有一方净土， 上海歌舞团

艺术生态好， 养料就比较足。” 上海歌

舞团团长陈飞华告诉记者， 接下来亟

待开展的工作是建立舞团自己独有的

美学体系和艺术风格， “再出现两三

部优秀作品， 上海观众就会把歌舞团

看成是他们的孩子。”

一部“非顶配”国漫缘何收获高口碑
电影版《罗小黑战记》首周票房破两亿元，网络评分 9.2，超越八成动画片

继 《哪吒之魔童降世》 之后， 又

一部国产动画 《罗小黑战记》 成为动

漫爱好者的焦点。 《罗小黑战记》 网

评高达 9.2 分 、 一周破两亿元的票房

成绩， 虽不足以撼动前者以 49 亿元票

房稳居中国电影票房榜亚军的地位 ，

但这两部高口碑国漫间的风格概念互

补， 所展现的国漫丰富可能， 远比票

房来得激动人心。

如果说 《哪吒之魔童降世 》 的

“出圈” 凭借的是三维画风以及 “我命

由我不由天” 的当代化 “燃情” 表达，

那么 《罗小黑战记》 的动人之处则在

于 “古拙” ———用返璞归真的二维手

绘完成了一段唯美舒缓的国风叙事 。

从这一点上来说， 将故事情节放置于

现代社会的 《罗小黑战记》 要比置身

古代的 《哪吒之魔童降世》， 反而更能

凸显东方古典气韵。

在三维动画逐渐成为大银幕主流

的当下， 如何为更具 “作画感” 的二

维手绘寻找与形式契合的故事？ 来自

古典文本的人物与故事， 如何与当代

生活 、 青年受众进行趣味的情感关

联？ “非顶配” 的 《罗小黑战记》 正

是因为回答了这两个当下国产动画领

域的突出问题， 在动漫爱好者中获得

高口碑。

二维手绘与缓慢温暖的
叙事相得益彰

电影版 《罗小黑战记》 并非横空

出世。 2011 年， 一部名为 《罗小黑战

记 》 的 Flash 动画正式发布 ， 这部单

集片长约为六分钟的动画， 九年间推

出了 28 集。 动画片围绕流浪猫罗小黑

与其主人罗小白展开， 塑造了一个人

类与妖怪并存的世界。 萌系的日常故

事配上天马行空的背景构架， 为作品

积累了大量忠实粉丝， 动画片的豆瓣

评分高达 9.6。 最近播出的电影版展现

的正是动画片的 “前传”： 罗小黑在遇

到人类女孩之前， 所经历的奇幻冒险。

为了适应大银幕呈现 ， 电影版

《罗小黑战记》 将原版 Flash 动画中的

Q 版人物形象微调近正常比例 ， 并在

眼神等面部细节上做精细化处理； 让

“原著粉 ” 倍感亲切的则是粗线条 、

无阴影的简笔画特色， 以及个人风格

强烈的分镜呈现。 不少陪伴青年动漫

爱好者成长起来的经典动画元素， 同

样构成了电影版 《罗小黑战记》 巨大

的 “前文本优势 ”： 人物打斗的招式

与画面不难联想到经典动漫 《火影忍

者》； 人与自然博弈共生的理念中有宫

崎骏的思考； 妖怪在当代社会的温情

故事此前也有 《夏日友人帐》 等佳作。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罗小黑战记》

并没有成为一鸣惊人的 “出圈 ” 爆

款， 却收获了大量动漫爱好者的 “共

同投票”。

难能可贵的是， 在 《哪吒之魔童

降世》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白蛇

缘起 》 等三维动画表现抢眼的当下 ，

二维的 《罗小黑战记》 找到了一条属

于自己叙事风格的路径。 与几分钟一

个高潮的商业叙事不同， 重 “绘画感”

的 《罗小黑战记》 呈现出一种大银幕

中难得的舒缓与从容： 影片花费大量

篇幅展现罗小黑与师傅无限在大海上

漂流， 在现代公路上行进的过程。 没

有突如其来的冲突， 一猫一人在广阔

的天地间遨游， 两颗心从生疏逐渐默

契 。 这些镜头让无数行家感叹 “奢

侈”， 却成功地将影片推向了更富有诗

意的审美层面。

让古典以更轻盈自由的
姿态对话当下

与乍一看质朴呆萌的画风不同 ，

《罗小黑战记 》 试图探讨的主题并不

幼稚———人类与妖怪的共存与对立 ，

引申出的恰是人与自然， 乃至与自身

如何相处的话题 。 居住于现代社会 ，

见证了人类发展变迁的妖怪与神话人

物， 形成种种观察现代社会的另类趣

味视角， 完成了一番古典与现代的轻

盈对话。

《罗小黑战记》 中有因居住环境

遭到人类破坏而心生怨怼的妖怪， 更

有为了生存逐渐融入人类社会甚至迷

恋网上冲浪的妖怪。 影片中， 哪吒作

为维系人类与妖怪和谐相处的重要角

色登场， 这个古代神话人物换上了棒

球服配紧身裤的 “街头风” 造型， 俨

然一个当代 00 后潮流少年。 神力强大

颇受妖精尊重的他， 却向罗小黑自嘲

发型———“双丸子头 ” 老被误认为女

孩， 但已是个人鲜明标识的发髻式样

也怕一旦更改， 难免有自我身份认同

的心理危机。

与 《哪吒之魔童降世》 在古典人

物身上挖掘当代情感不同， 《罗小黑

战记》 的 “故事新编” 展现出另一条

更为轻松有趣的对话路径 。 事实上 ，

这种将经典人物 “移植” 入当代社会

的操作， 对国漫迷来说并不陌生。 比

如， 以漫画形式连载多年、 网络评分

极高的国产动画 《非人哉》 便是其中

代表 。 在这部动画中 ， 东海龙太子 、

玉兔、 啸天犬、 刑天、 精卫等神话人

物都成为了需要挤班车、 赶工期的都

市上班族， 而哪吒、 红孩儿则成了需

要补习数学、 英语的小学生。 他们有

现代人的烦恼， 更具积极向上的乐观

精神， 角色偶尔展露 “神性”， 以轻松

幽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古典神话知

识大科普。

文化

■本报记者 宣晶

全球第一座开放式
艺术仓库明年竣工

没有布展、 没有讲解， 在仓库第一

手、“全透明”地看藏品如何被精心呵护，

全球第一座开放式艺术仓库将开启这个

先河。

位于荷兰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

宁恩艺术仓库近日封顶。未来，仓库将用

来储藏鹿特丹的主要艺术机构博伊曼

斯·范伯宁恩美术馆的 15 万余件艺术

品，并完全向公众开放。

艺术仓库的建设于 2017 年正式破

土。 毗邻现有的美术馆， 仓库面积达到

1.5 万平方米并配备多个调温系统兼顾

艺术品的安全和游客的舒适。由 1664 块

弧形反射玻璃构成外观， 闪耀着光芒的

建筑加入了城市天际线， 中庭的大型楼

梯设计令人瞩目， 顶楼的花园咖啡馆也

将成为下一处热门社交场所。不过，艺术

品和艺术体验仍是主角。

在艺术仓库里， 游客能看到艺术品

在灯光背后的另一面， 工作人员的日常

幕后工作被搬至台前： 艺术品保养的步

骤、 抛光工艺以及被打包运向展馆都将

成为浏览项目。此外，艺术仓库也能为私

人收藏家或其他艺术单位提供博物馆级

别的储存服务。

“在鹿特丹，艺术仓库将向世界提供

一个全新的案例。 ”博伊曼斯·范伯宁恩

美术馆馆长夏洛尔·艾克斯博表示，“它

也再次重申博物馆的使命， 不断用推陈

出新的方式让游客感受我们共通的艺术

和文化遗产的魅力。 ”

拥有 170 多年历史的博伊曼斯·范

伯宁恩美术馆与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国

家博物馆、海牙的莫里茨皇家美术馆并

称为荷兰三大美术馆，馆藏中世纪到 21

世纪众多西欧著名画家的杰作，特别以

素描和油画见长， 其中不乏如梵高、伦

勃朗、达利、达·芬奇、康奈尔、贝克曼等

大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荷兰本土文物和设

计作品。

博伊曼斯·范伯宁恩艺术仓库将于

2020 年正式竣工，2021 年开门迎客，预

计每年能够吸引 9 万名游客。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剧照。 （均上海歌舞团供图）

《罗小黑战记》的动人之处在于用返璞归真的二维手绘完成了一段唯美舒缓的国风叙事。 图为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