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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这
些年，全国各地都有委约新
作诞生，可不少交响乐在演
过一次两次之后便封尘起
来。 为了避免其中的佳作因
缺少演出机会而被湮没，我
们希望鼓励更多人来演绎它
们。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
平不久前宣布 ，开放 《中国
颂》《父辈》《逐浪心潮》《我们
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四
部主旋律委约作品的两年版
权。 全国的职业乐团和非专
业团体均可联系上海交响乐
团获得四部作品的乐谱，且
在排演过程中无需支付任何
版权费用。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六
家国内乐团向上海交响乐团
发来邮件，联系这四部作品的
乐谱事宜。 六家乐团分别是
大同市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

重庆民族乐团、 福工交响乐
团、中国民航大学管弦乐团、

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团和中
国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

据介绍，这次开放两年
版权的四部作品，是上海交
响乐团庆祝建党百年的最新
委约作品，也是此前上海发
布的首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题的39项重点
文艺创作项目中的作品。 贾
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四
位不同代际的作曲家，将他
们的个人视角及感悟与时代
背景相结合，用音乐诉说信
仰、初心与理想。

为了扩大这四部 “上海
出品”新作的影响力和传播
度，让红色音符在不断演绎
中得到更多流传，上海交响
乐团在艺术创作和演出机制
上进行了很多探索，比如群
体创作、片段试演和多地巡
演等。 随着此前的全国红色
巡演和上海红色驻演圆满结
束， 四部新作已多次奏响 。

这之后 ，该如何让 “上海声
音”进一步传到更多地方？根
据上海交响乐团和四位委约
作曲家签署的合同，上交享
有这四部作品两年内的专有
权，现上交将这四部作品在
这两年内的演出权限开放给全国的团体。

此次上海交响乐团试水开放版权的举措， 得到
了四位作曲家的支持。 他们每人专门录制了一段小
视频，呼吁全国的乐团都来演出。本着为各家乐团提
供好版权开放服务、 为作曲家提供好版权管理的工
作原则， 上海交响乐团已对外公布了乐团谱务部门
的联系方式，已收到近20封邮件，其中不仅有想要获
得乐谱进行演出的乐团， 也有对乐谱本身感兴趣的
音乐学院师生和乐迷。除此之外，上海交响乐团还会
把这四部作品之前的演出录音， 陆续放在上海交响
乐团数字音乐厅上播出，供大家收看收听。在不久后
开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期间，学生节日乐队
作为MISA孕育出的学生演出团体之一，就将上演杨
帆的《父辈》，实现音乐精神传承。 “我们鼓励不同的
演出团体演奏自己喜欢的作品段落， 并通过短视频
形式传播，让更多人听见‘上海声音’。 ”周平说。

打卡全新艺术地标享“光”之盛宴
世界名画《奥菲莉娅》领衔，浦东美术馆开馆展“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引人关注

上海小陆家嘴尖，寸土寸金的城市C位，

白麻花岗岩包裹着的浦东美术馆新近落成，

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仿若一方傲立于江畔
的雕塑，沉静而富于诗意。

与建筑同等惊艳的， 是今天将同时启幕
的四大开馆展，包括“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

“胡安·米罗：女人·小鸟·星星”“蔡国强：远行
与归来”，以及蔡国强特别为中央展厅打造的
大型奇观装置《与未知的相遇》。其中最让艺
术爱好者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的， 当属泰特美
术馆珍藏展呈上的“光”之盛宴。它所带来的，

不仅是西方艺术史长河众多以 “光” 为名的
“顶流”作品，也包括以策展讲好艺术文化故
事的启示———这是一束更具穿透力的光，或
将照亮申城未来的文化艺术供给， 让其衍射
出更丰富多元的色彩，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
来更多美与思。

从透纳、莫奈到埃利亚
松，百余件珍藏展示不同时代
的艺术家如何捕捉光、驾驭光

英国泰特美术馆与上海的渊源不浅 。

2018年， 亮相上海博物馆的风景画主题展览
“心灵的风景 ： 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
（1700—1980）”，创下该馆特展有史以来观展
人数纪录。这一次，泰特带来的百余件珍藏，

更勾勒出两百余年间的西方艺术史。

有别于集锦式呈现 ， 此次展览选择以
“光”作为关键词串联众多展品，从浪漫主义
画家对光影的驾驭、 印象派对光线的直接描
绘、20世纪初的实验摄影，一直到当代艺术中
以光为媒介打造的沉浸式环境， 展示不同时
代的艺术家如何运用不同材质探索自然界和
人造环境中的明暗、冷暖的对比，驰骋于科学
和想象力的领域， 尝试捕捉转瞬即逝的光影
效果，驾驭光触发的情绪。

对于登陆浦东美术馆的这一泰特展而
言，以“光”为名，再贴切不过。一方面，这一大
跨度的展览，在由让·努维尔建筑设计事务所
打造的明亮、宽敞的建筑空间中展开。“出品”

过阿布扎比卢浮宫博物馆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得主让·努维尔，频频将光线化为一种基础的
材料，用到极致，而浦东美术馆正可谓这一理
念的鲜活载体， 其形态随时由光线的四时变
幻而各异。另一方面，以对光与色出神入化的
表达而扬名艺术史的英国国宝级艺术大师威
廉·透纳，在泰特美术馆举足轻重———该馆收
藏了透纳颇多代表性作品， 一年一度举办的
英国最具影响力艺术奖项“透纳奖”也以透纳
命名。

此次展览中出现年代最早的那束光，来
自雅各布·莫尔创作于1787年的油画 《大洪
水》，暗黑背景中闪烁的这束光，象征着大自
然的力量，痛苦中的希望。透纳的一组画作如

《光与色 〈歌德理论〉———洪水灭世后的清晨—

摩西写作〈创世记〉》和《阴霾与黑暗—洪水灭世
之夜》，将冷色和暖色、明和暗对立起来，捕捉瞬
息万变的气氛效果，探索对比鲜明的情感联想。

光， 可谓构成了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流派的
点睛之笔。汹涌乌云笼罩下的大教堂，被重现的
太阳照亮，这是康斯太勃尔名作《由草甸瞭望索
尔兹伯里大教堂》，这位艺术家是英国最伟大的
风景画家之一， 最擅长以纯朴的现实主义自然
观向人们展现明净的大自然。 印象派热衷于捕
捉大自然之下光与气氛营造出的短暂效果，此
次展出的莫奈《埃普特河岸的白杨树》，就是其
众多该题材作品中的一幅， 描绘了从大自然中
得到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印象。 很多抽象绘画可
被理解成动态光的一个个被凝固的瞬间， 例如
莫霍利-纳吉的《K VII》、布里奇特·莱利的《娜
塔罗迦》、约瑟夫·阿尔伯斯的《向正方形致敬：

辐射》等均不见具体的光线，画面的律动却无不
让人惊异于画面与光的神之契合。

有意思的是， 展览中还穿插了不少颇具体
验感与互动性的展品， 丰富着人们对于光之艺
术的理解。例如，有一整个展厅集结的是描绘日
常家庭环境中室内光的一组绘画，维尔赫姆·哈
默肖《室内：地上的阳光》即定格了一缕透过窗
户照射在地板上的阳光。 这个展厅被特别铺上
一张硕大的地毯，这竟然也是一件展品，其中央
的图案正呈现出透过一大一小两扇窗户投射进
来的光影，让人不免产生这样的错觉：这究竟是
现实世界的光还是地毯上凝固光线的图案？利
斯·罗德斯创作于1975年的《光旋律》，以交错的
投影使穿过这片空间的光束具有雕塑般的质

感，身处其中的观众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在
光束中的动态轨迹即时投影在了大屏幕上。悬
挂式雕塑 《星尘微粒》 由埃利亚松创作于2014

年， 每位观众眼中的这件作品都可能是不一样
的。 这是因其外观会根据照明条件和观看者位
置而改变， 部分反射的滤光玻璃板还会捕捉光
并反射周围环境。

镇馆之宝米莱《奥菲莉娅》
来沪，揭秘画中人何以成为西
方艺术界最知名的形象之一

泰特美术馆此次带到浦东美术馆的， 还有
一件镇馆之宝，那便是前拉斐尔画派巨匠约翰·
埃弗里特·米莱创作于1851至1852年间的《奥菲
莉娅》。它被特别安排在位于一楼最为黄金位置
的一整个展厅，与近20件与之相关的展品一起，

构成此次特展令人大开眼界的“展中展”。

以米莱为代表的前拉斐尔画派， 直接从生
活中取材进行创作，尤其注重捕捉光的效果。这
件展品固然贴合“光”的主题，但这个展中展意
欲展示的， 显然不止于此———它更让人们看到
穿越时空的一束文化之光、艺术之光。

米莱的《奥菲莉娅》，描绘的是莎士比亚最
伟大的戏剧之一《哈姆雷特》中女主角奥菲莉娅
的故事，她身着盛装，跌入一条铺满鲜花草木的
溪流里，永远地睡着了。这是故事中唯一一段平
静、超脱的情节，这幅画尤其透出一种与众不同
的忧郁诗意， 奥菲莉娅仿佛即将飘向未知的秘

境深处。画中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花卉草木，而每
一种都蕴含着隐秘的信息———米莱善于用自然
界的象征主义丰富自己画作的每一个细节。例
如， 倚靠在奥菲莉娅身上的垂柳， 象征着单相
思， 身边漂浮的粉色玫瑰和河岸上生长的白色
野蔷薇，象征着青春、爱情和美丽；画中前景的
毛茛，象征着哈姆雷特对奥菲莉娅的忘恩负义；

画面边缘附近的早春紫兰，与欲望联系在一起。

米莱着手创作这件作品时，年仅22岁。夏天
开始的一连五个月， 他坐在萨里郡的霍格斯米
尔河畔， 画下自然中的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朵涟
漪。冬天来了，他画起了画面的中心人物。这位
女子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 那便是年轻的
诗人兼艺术家席黛尔。一连多日，席黛尔作为模
特在浴缸里摆好造型，米莱支起画架，在一旁观
察她的发丝在水中漂浮时产生的变化， 银色裙
子上的闪光，每一根睫毛。画画时，据说为水保
温的烛火一度熄灭， 席黛尔因浸在冰冷的水里
而患上严重的疾病。

米莱笔下的这位奥菲莉娅， 最终成为西方
艺术界最知名的形象之一， 影响了其后的绘画
史， 也影响了直到今天的影视界和时尚圈。 而
这个展中展不仅呈现这幅伟大的原作， 更以置
于五六个相对独立空间的近20件相关展品讲述
其背后的故事， 其中包括 《奥菲莉娅》 草图及
放大的多个局部 、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戏剧
集》 第一版、 威廉·霍尔曼·亨特笔下的米莱、

丹尼尔·麦克丽斯 《〈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场景》

等， 一段6分钟的影像还特别聚焦 《奥菲莉娅》

的原型席黛尔， 揭秘她与奥菲莉娅冥冥之中命
运的交叠。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7 月 8 日 星期四6 责任编辑/杨 燕 文化 广告

《守岛人》：老派的电影讲老派人物的故事
看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故

事的电影《守岛人》的第一印象，是它的
老派。它不刻意求新求时髦，叙事稳重，

视听工整， 整部电影的观感就像它刻画
的主角，透着内在坚忍的古朴气。电影质
感的老派， 与主角王继才和王仕花的老
派，或许是相得益彰的。

王继才初上开山岛是在1986年，到

2018年他因病猝逝在守岛人的岗上，他
靠着因陋就简的条件坚守边防孤岛32

年。《守岛人》 的叙事覆盖主角一生的事
业，时间跨度32年，对于电影剧作而言，

处理这样漫长的时间线是很棘手的。编
剧和导演出人意料地淡化了时间的痕
迹：孤岛和守岛的人被孤悬于海上，也被
孤悬于时间之外。

电影开场是王继才在岛上的第一个
夏天，遇台风来袭。那是1986年，沿海县
城里的“人民武装部”带着一目了然的时
代痕迹。 但是在仅有一座灯塔和边防哨
所的孤岛上， 年代感和空间感都是匮乏
的。 当王继才因为恐惧而在山洞中幻觉

出现“狐仙”，边防重地仿佛是世外之地，

时空感被抽离了。

王继才在开山岛上的32年， 是外部
世界剧变的32年。电影在台词中、在画面
的细节里， 不动声色地截取到深入日常
生活的变化。 王继才的渔民朋友承包了
渔船， 半天的收入抵得过公职人员半个
月的工资。岛上昔日驻军军官的儿子，从
迷恋霍元甲的穷孩子， 成为经营武校的
老板。 普通人的穿着打扮发生了那么多
的变化，成片青蓝颜色的中山装，换成色
彩五花八门的T恤和Polo衫，大棉袄换成
剪裁合体的呢大衣。 沿海小镇的市井陋
巷，翻新成开阔敞亮的街道，私家车鱼贯
而过。

但是汹涌的海水隔开了日新月异变
化的世界和开山岛。岛上日升月落，潮起
潮落，开春桃枝发芽，入冬狂风卷雪，年
复一年是这样的光景。 王继才和王仕花
日复一日地升旗、巡岛，穿着三十年不变
的民兵迷彩服。 说不清是时间遗忘了他
们，还是放过了他们。

电影里只有一次正面呈现王继才和
岛外世界的正面交集。那是他的上司、县

城人民武装部政委临终时， 他顶风冒雨
进城，见了老领导和好兄弟最后一面。从
医院离开后， 他被猝不及防地投入滚滚
红尘，车水马龙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的
脸上霎时流露惊惶。 这是一个让人心酸
的片段。这个后来被评为“时代楷模”的
汉子，其实长久地被割裂于时代之外。自
他血气方刚登上开山岛的那一刻， 他留
在岛上， 而时间停滞在他身上———电影
里的孩子长大了，旁的角色老去了，唯独
王继才数度沧桑，他猝然地死去，却没有
老过。 这个从惶惑和动摇走向坚定的信
仰者，这个彻底的奉献者，孤独地存在于
陆地之外，也在时间之外。

主演刘烨为了“王继才”这个角色，

付出良多，在海岛上受日晒风吹，像真正
的海岛民兵那样，皮肤皲裂黝黑，满身是
蚊虫咬出的坑坑洼洼， 脸上身上没一处
皮肤是好的。最难得他以赤子的热情，演
出了一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傻气和耿
直，把无私演出感人至深的信服力。这种
信服力在于，后来人即便无法在精神层面
理解这个角色，但仍然会被强烈地触动。

就像张一山扮演的受过王继才救命之恩

的少年， 曾在岛上短暂地陪伴过这位大
哥，他很快离开，却感念至深，若干年后
他在外面的世界飞黄腾达， 在重访故地
时说出：“我无法成为你，但我敬重你。”

这也是影片整体叙事的一个重要特
色———剧作、视听和表演，每个环节注重
的是对这个角色外部痕迹的刻画， 不贸
然向人物内部刺探，不解释、不妄议主角
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个孤独又执著的人，

一次次在人生选择的三岔口， 为什么选
择坚守，而非离开？在时代的语境里，在
时代的滤镜下， 旁观者对此也许有各自
的理解和困惑。但是，看着王继才在布满
岩石的小岛上踢正步、舞国旗，敏感的观
众能体会到，在这些看似单纯、执拗、甚
至傻气的行为背后， 存在着一部剧情片
所无法展开的复杂的精神光谱。

整部影片最意味深长的段落是王继
才被评为时代楷模、成为“网红”后，人们
蜂拥去探视这位“岛主”，或大或小的渡
船远远环着孤岛， 所有人向着海岛的方
向敬礼致意。这是最热闹的时刻，也是最
孤独的时刻，人们朝着一座精神堡垒致敬，

却没有一个人能登陆并进入这座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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