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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范 昕

86件珍品回望享誉美术史的法国“学院派”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在沪揭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在美术史

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 ， 不了解法国

“学院派”，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艺术。

日前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 “美术的诞

生： 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

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 ”，85 件来自巴

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卢浮宫的珍品

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 系统呈现了享

誉美术史的法国“学院派”艺术勃发、

兴盛和转变的过程。 上海博物馆亦有

一件从未展出过的藏品在此次展览中

亮相。

据悉，西方美术史上的“学院派”

起源于 16 世纪的意大利，而后流行于

欧洲。其中，法国“学院派”因官方的格

外重视与高度参与，势力和影响最大，

并奠定了法国作为 18、19 世纪欧洲

艺术中心的地位。 作为第二十一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要参展项目，本

次展览带来了 17 至 19 世纪最高水

准的法国“学院派”艺术，它们出自凡

卢、普桑、弗拉贡纳尔、大卫、安格尔、

乌东 、吕德等艺术大师之手 ，涵盖了

历史 、宗教 、风景 、肖像等多个题材 ，

许多作品在艺术史上具有广泛和重大

的意义。

“本次展览绝非仅仅是一次名家

艺术的巡礼。”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

刚表示， 艺术是一面镜子， 巴黎国立

高等美术学院象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

传统。 坐落在塞纳河畔、 与卢浮宫相

对而立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不

仅是殿堂级的艺术教学和收藏机构之

一，它对中国艺术也影响深远。 20 世

纪前半叶， 中国美术正处在转型的历

史节点，一批中国艺术家赴法国求学，

很多人就是注册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

学院之下，其中包括徐悲鸿、林风眠、

潘玉良、吴冠中、吴法鼎、常书鸿、颜文

樑、吕斯百等。他们将法国艺术传播到

中国本土， 大力推动并发展了中国现

代艺术。因此，探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

体系的成型， 离不开对巴黎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从未展出的素

描人物画稿页，印证了这段历史。该作

品描绘了一位健硕的男性人体， 结构

精准，线条洒脱，层次丰富，质感细腻。

此画独特的素描手法，经徐悲鸿、颜文

樑、 张充仁等艺术家鉴定为安格尔真

迹， 并认为属于安氏早年于罗马学习

期间的习作。这幅作品几经易手，辗转

流落到纽约，于 1946 年被邵洵美在纽

约一家古画商店购得， 并再一次带回

中国。 专家认为， 该作具有安格尔画

风，但是否为其真迹，尚待研究。

此次展览的展陈上亦颇有新意。

展厅分为序厅、 环绕展区和中央重点

展区三个部分， 序厅兼顾出入口的功

能，将整个展览空间形成一个环形。而

中央展区的“模拟天光”的设计———灯

光从屋顶照射下来，打在展品上，让人

仿佛置身于艺术家身边， 回到当时的

创作环境中。“这样的设计是想让大家

感受到艺术家创作时的光感， 更好地

欣赏作品的色彩和光线层次。”策展人

菲利普·杰奎琳说。眼下恰逢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本次展览的举行，

也为中外来宾和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了

解法兰西经典艺术的窗口。

《大唐贵妃》“新妆”亮相，“杨玉环”翠盘惊艳起舞
再现国粹艺术京剧与时俱进的审美号召力———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

此生只为一人去……”18 年前在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首次亮相，并获得空

前成功的新编京剧《大唐贵妃》，昨晚以

“新妆”再度回归艺术节舞台。 新版《大

唐贵妃》 开创性地改编了梅兰芳先生

《太真外传》中的“翠盘舞”。 剧中，李隆

基打鼓、杨玉环在高盘上翩翩起舞的动

人场景，展现了大唐极致的丰盛华美。

此次 ， 由史依弘 、 李军 、 安平 、

奚中路、 蓝天等上海京剧院名家组成

的强大的演出阵容， 以及华美璀璨的

全新舞台呈现， 将杨贵妃与李隆基缠

绵悲怆的爱情传奇娓娓道来， 再现国

粹艺术与时俱进的审美号召力。 这更

是艺术节舞台首次见证一部上海出品

的经典， 18 年后盛装归来。

原版 《大唐贵妃》 （原名 《中国

贵妃》） 以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两部名剧

《太真外传》 《贵妃醉酒》 为基础改编

创作， 秉持着 “旧中出新， 新而有根”

的创作原则， 2001 年在上海诞生， 并

作为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

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当时，由梅葆玖、张学津两位老艺

术家，以及于魁智、李胜素、史依弘、李

军等名家组成三对“杨贵妃”“李隆基”，

并开创性地在传统京剧中融入歌剧、舞

蹈、交响乐等艺术形式，让京剧《大唐贵

妃 》大放异彩 ，饮誉海内外 ，主题唱段

《梨花颂》一时传唱南北。

为保证不失原作精华，上海京剧院

集结编剧翁思再、 作曲配器杨乃林、唱

腔设计金国贤、 服装造型设计蓝玲、指

挥王永吉等部分原版主创，并特邀朱伟

刚、王国建等组成导演组，黄豆豆担任

舞蹈编导，力图使这一沉寂多年的精品

之作焕发新生。

18 年前，史依弘参演了京剧《大唐

贵妃 》 前三场 。 前三场的 “杨贵妃 ”

正处于她人生最辉煌、 最幸福的时刻，

史依弘以 “俏皮婀娜” 的表演而受到

赞誉。 这一次， 她再度搭档李军并演

完全场 ， 历经杨玉环从绚丽到毁灭 ，

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为了向梅兰芳先生致敬，新版 《大

唐贵妃》在“梨园”一场中，增加了杨贵

妃在翠盘上起舞的情节。 “翠盘舞讲究

的是配合默契。 李隆基打鼓、杨贵妃跳

舞，两人在艺术上天衣无缝的配合也是

他们相爱相惜的写照。 ”史依弘说。

“翠盘舞” 并未在上一版 《大唐

贵妃》 中出现， 但在梅兰芳先生最早

创作的一版 《太真外传》 中是存在的。

然而这段 “翠盘舞” 现场演出见者寥

寥， 梅葆玖先生也因为当时年幼 ， 并

无太多印象， 因而在创作中能参考的，

仅有梅兰芳演出的几张剧照， 这无疑

为今天的创作增加了难度。 新版 《大

唐贵妃》 的 “翠盘舞” 融入了更多唐

舞和戏曲元素， 并邀请舞蹈家黄豆豆

为 “翠盘舞” 设计群舞部分。

主创表示，这段全新创作的“翠盘

舞”试图赋予作品更多人文意义，将杨

贵妃梨园掌管者和西域舞蹈家的两个

人物内涵形象合二为一。 此外，剧本对

李隆基、杨贵妃的爱情主线和“安史之

乱”“梨园肇始”两条副线也进行了重新

梳理，戏剧矛盾更集中，全剧风貌得以

回归京剧本体。

同时， 新版 《大唐贵妃 》 在舞美

上灵活运用多媒体影像技术， 将传统

艺术与现代科技相融互补， 更趋向展

现戏曲艺术写意、 灵动、 多变的艺术

特色。 音乐方面则突显恢宏气势 ， 引

入昆腔， 不仅使整体风貌向京剧本体

回归， 且在音乐情绪上更为连贯贴合，

更好地诠释这出具有传奇剧色彩 、 兼

容史诗剧气质的历史悲剧。

“梅葆玖先生一直希望能重新打磨

《大唐贵妃》以便更好地推广，在他人生

的最后阶段，仍心系着《大唐贵妃》，仍

在为这出戏的重演积极奔走，我们推出

新版《大唐贵妃》也是完成梅葆玖先生

的遗愿，向大师致敬。 ”史依弘说。

带来大师名作，
更带来艺术的生发逻辑与未来畅想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明天向公众开放

徐汇滨江的 “美术馆大道 ”再添新

成员，西岸美术馆将于明天起向公众开

放。 届时 ， 作为中法两国高级别人文

交流的成果———“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

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 ” 将正式为观

众共享 。 两大开馆展分别为常设展

“时间的形态” 和特展 “观察” ———前

者以近百位世界顶尖艺术家的名作 ，

在国内首次系统检视现当代艺术发展

路径 ， 后者以跨学科的讨论方式聚焦

新媒体艺术 ， 指向未来 。 首批亮相的

百余件展品均来自蓬皮杜馆藏 ， 这家

文化机构收藏着欧洲最丰富的现当代

艺术作品，数量多达 12 万件。

这并不是蓬皮杜第一次来到中国，

这却是蓬皮杜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中国

之旅。 这一次，蓬皮杜带到中国的不仅

仅是丰富的大师名作，更有现当代艺术

生发的逻辑 ， 以及未来创作的无限可

能。 “文化艺术不是随经济增长才产生

的， 它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

力。 ”蓬皮杜中心主席塞尔日·拉斯维涅

昨天告诉记者。 他透露，在未来五年的

合作中，双方除了共同策划展览 ，还将

基于当地艺术文化生态，组织一系列公

共文化艺术项目以及多种交流活动 。

“我们不是来当法国艺术风格代言人

的，这一次，我们希望融入当地的艺术

文化生态，成为新一代上海人。 ”

“看不懂”的现当代艺术
名作， 应当置于其发生的语
境中去理解

一提现当代艺术，很多观众的第一

反应是“看不懂”。 首个常设展“时间的

形态” 以蓬皮杜馆藏的标志性作品，系

统且完整地展现 20 世纪初至今现当代

艺术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进程 。 其中 ，

“时间” 便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再怎么

天马行空的现当代艺术作品 ， 都反映

出不同时刻 、 不同环境下人们对时间

的一种认知， 都有其生发的历史逻辑。

循着 “时间” 线索， 展览分 11 个章节

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解读经典杰作的

全新视角。

20 世纪早期的艺术，即与工业城市

的形成息息相关。 电力照明、自动化交

通及远程通讯网络的出现，让人类得以

用全新的视角感知时间与空间。 展览的

第一个章节就带领观众从这个角度切

入现当代艺术的起源 。 毕加索创作于

1910 年的立体主义代表作《吉他手》，可

被视为这一时期艺术的代表。 只见画面

将吉他手的身影分解成多个充满活力

的光泽面，并以富有节奏感的方式重新

组合为多个平面和线条 。 杜尚创作于

1913 年的《自行车轮》，更是将这种艺术

革新推到极致。 一只普通的自行车轮稍

作改动，颠倒过来，放置在一把高凳上，

这件作品实在随意。 它所发出的宣言却

是振聋发聩的，意味着在工业生产的完

美形态面前 ， 绘画艺术已变得陈旧过

时。 通过将工业生产的简单物件作为艺

术品展出，杜尚发明了“现成品”的艺术

概念。 其激进的艺术姿态，揭开了随后

将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并围绕艺术的定

义和价值议题而展开的讨论。

再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掀起了

怎样的艺术风潮。 对此，展览以“长夜当

日”板块加以呈现。 20 世纪 20 至 40 年

代的欧洲深受战争侵扰，艺术家发明了

一种经过简化的另类现实 ，也即 “超现

实主义”。 例如，米罗创作于 1924 年的

《沐浴者》 用画笔描绘了梦幻般的艺术

风景。 夏加尔则深受二战的触动，用一

幅创作于 1940 年前后的《赤马》描绘了

发生在其家乡维捷布斯克的画面，有童

话的色彩，也有寓言的意味。

不仅回顾过往经典 ，也
对未来加以投射， 艺术更多
的可能性徐徐展开

首个特展 “观察 ”则汇聚蓬皮杜特

色馆藏———新媒体馆藏中的 15 位艺术

家的创作， 其中包括自影像艺术之初，

跨过 1970 年的转向， 以及延续至当代

的数码影像的实验性作品。 展现在人们

眼前的很多图像是由机器生成的，不少

展品凝结着艺术创想与人工智能的融

合。 “这个展览运用了很多大型装置设

备，展示的其实是未来艺术的方向。 这

正是我们与西岸开展五年合作的一大

初衷，不仅回顾过往经典 ，也对未来加

以投射。 ”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美

术馆馆长贝尓纳·布利斯特恩说。

池田亮司创作于 2007 年的 《数据

波场》 就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的展品。

在这件多媒体视听装置中，视觉图像里

的每一个像素都严格按照数学原理计

算生成，由纯数学和当今世界上海量的

数据组成 。 这些图像被投射到大屏幕

上，让参观者完全浸润其中 ，感受数据

带来的纯粹冲击。

据了解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

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将尽可能展示文

化艺术的多元性，进一步促进东西方艺

术之间产生新的对话。 而西岸美术馆将

以此为契机，建立起自己的馆藏设想和

计划，以收藏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新媒

体艺术、艺术设计为线索。 这一切，都将

开启申城艺术生态值得期待的未来。

18年后，京剧《大唐贵妃》以“新妆”再度回归艺术节舞台。 （上海京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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