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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21∶30，黑石 M+园区“第三空间”，一场彰显
年轻人艺术格调的音乐会在这里上演。 在首批“青鸟计划”

中脱颖而出的金郁矿，携手由他组建的新古典室内乐团、青
年钢琴家王雅伦，演绎了皮亚佐拉的多部作品。这场音乐会
的演奏者悉数为 Z 世代，而听众也同样年轻———平均年龄
只有 21 岁。

在指挥家、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倡导下，“青鸟
计划”实施一年来挖掘和推出了一批富有艺术理想、扎实音
乐技巧和稳健执行能力的青年音乐人才。“他们需要一个广
阔舞台的起点，能持续输出对艺术的热情与想象力，不断探
索、拓宽音乐的边界。 ”余隆在谈及发起“青鸟计划”初衷时
说。据悉，该计划将成为徐汇—衡复风貌区打造音乐街区的
重要一环，长期持续推动形成年轻艺术家喷涌的远大格局，

让世界看见中国音乐的可期未来。

演出 21∶30 开始、乐手从观众席上
台，“青鸟”们身上没有不可能

作为“青鸟计划”首个音乐季的开幕演出，25 日晚举行
的音乐会不走寻常路。 比如，音乐会的开始时间是 21∶30，之
所以开始得比常规古典音乐会要晚，是因为演出曲目中蕴含
爵士元素。 而演出前，本应在后台候场的乐手们出现在观众
席里。随着一声小号响起，他们才自信满满地登台演奏。以钢
琴为中心，弦乐和管乐声部环绕的舞台布局，使得表演者与
听众间仅一步之遥，实现“沉浸式演出”的互动感与参与感。

整场音乐会从创意策划、乐务、谱务到选曲、演出编制、

艺术家确认等，都由“青鸟”们主导并逐一落实，甚至连检
票、 礼宾等场地执行也不假他人之手。 记者获悉，“青鸟计
划”以指挥家余隆及上海交响乐团为依托，聚焦怀有音乐理
想和管理才能的青年音乐从业者和学生， 着力为年轻人提
供驰骋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平台。

通过 “青鸟计划 1.0”， 一批充满朝气的音乐青年人在
“第三空间”开启职业生涯。 而在“青鸟计划 2.0”中，“青鸟”们
不仅自导自演，还搭建起一套有规则成体系的完整架构。 报
名成为“青鸟计划”一员的成员通过参演获得积分，晋升成为
“Z-Club”（Z世代）的一员，进而拥有自己的专属音乐季。 “青
鸟计划”还联动上海交响乐团及国内其他职业乐团、艺术经
纪公司，助力年轻人音乐事业快速起步，驶上超车道。

迈出职业化第一步，年轻人用创意推出
一套完整音乐季

“青鸟计划 2.0”策划推出一套完整的音乐季，由多位年
轻音乐家的“个人音乐季”组成，展现他们各自对音乐的赤
诚之心和探索精神。 这些学子写下 Z 世代的宣言，渴望在
“青鸟计划”的舞台建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王国：“我们经历了
传统音乐会形式的一切， 并且早已深谙于心……但传统是
在改变的，传统也必须是一种发展。我们要引领下一个时代
的潮流。 ”

如“王雅伦的音乐季”将在其第二场音乐会中，用布洛赫和肖斯塔科维奇，展现
年轻人的思考和情怀；大提琴陈亦栢将用回到莫扎特和海顿时代的独特编制，重现
这两位古典主义王者的音乐荣光；中提琴方烨堃将通过贝多芬、塔涅耶夫深入德奥
血统的核心腹地，探寻民族音乐与德奥音乐的脉络流向；谢力源将上演莫扎特的小
提琴协奏曲马拉松；“陈俊羽的音乐季”用一场独奏音乐会“旋律的力量”，思考音乐
作为媒介的魅力；“鞠小夫的音乐季”取名“生活的默契”，展现格什温的美国生活和
李斯特的辉煌精神。

除了回溯并致敬经典，“青鸟”更有对中国音乐的传承和向往，如李秉璋将在自
己的音乐季“老外说中国话—西洋弦乐中国作品之夜”中，演奏马思聪、刘念、阿克
俭、丁芷诺等多部中国作品，并演出自己创作的无伴奏组曲。 “金郁矿的音乐季”则
不仅将完成亚美尼亚作曲家 Arpine Kalinina《4 月 24 日》的中国首演，还将展示中
国新生代的创作力量，带来作曲家周子逸《未名城》的世界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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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大脑”赋能，上海首个数字孪生博物馆系统启用
本报讯 （记者李婷）除了展品上

“云”，文博场馆的数字化还能怎么做？

9月 27日， 上海首个数字孪生博物馆
系统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
史博物馆）正式上线，以数字治理赋能
场馆管理，提升观众的参观感受，文博
场馆由此拥有了聪明的“数字大脑”。

这是本市第一个“一网统管”的数
字文博项目，依托上海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 的框架和上海城市运行数字体
征的理念， 对上历博及周边进行了超

精细三维数字化复原， 利用三维数字孪
生引擎实现了博物馆大楼内外的 1∶1 三
维数字孪生，并对接政府业务数据、物联
感知数据、 环境天气等多维实时动态数
据，让博物馆“活”起来。

据该系统开发技术团队负责人、上
海市“一网统管”市域物联网运营中心研
发总监王斌介绍，上历博有不错的信息化
基础， 也装了不少摄像头和物联感知设
备，但因为缺少统一的数据规范和应用逻
辑，系统各自成为孤岛、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 新系统整合了 9套常用业务系统，从
馆方的管理需求和观众的参观需求出发，

设计构建了七大板块 14个数字化场景。

比如，通过算法加持，上历博的摄像
头从被动地“看”转为主动地“说”，可以
了解每个展区的人流密度， 以及相应展
区和展柜的客流热度， 方便馆内工作人
员进行策展和参观时的人员疏导。 十一
黄金周即将到来，面对大客流挑战，该系
统能够通过周边交通实时流量数据进行
人工智能分析， 并通过平台协同管理调

度周边车辆停放， 实现智能规划游客动
线、协调疏导游客。

又如， 通过展馆内部建模和文本型
应急预案的结合， 将应急疏导的演练实
景呈现在大屏上， 便于馆内及时模拟和
优化应急响应预案。

值得一提的是， 数字孪生博物馆系
统专门设计了数字历博的开放页面，参
观者可通过语音和手机端进行交互，激
活相关便民信息，了解周边交通、最近展
览、参观路线等。 此外，还有一面会动的

“留言墙”， 将位于四楼的留言墙镜像到了
序厅的大屏上， 观众通过手机端可以留言
或者分享小视频， 内容经审核后很快就在
屏幕上实时显现。 “在数字化技术赋能下，

原本厚重的历史在这里变得年轻、活泼、有
动感。 ”有观众留言。

“未来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下，面向
人民服务的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智能的
‘孪生体’。”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执行院
长虞晶怡说。此次新上线的系统中，一些技
术来源于该校原创科研成果。

作为一座综合反映上海地方历史
的地志性博物馆， 上历博从建筑到展
品都有故事。 东楼始建于 1933 年，曾
是上海跑马总会旧址， 也曾是上海美
术馆。该馆目前拥有藏品总数约 11 万
件， 系统呈现了上海从远古到近代跨
越 6000 年的历史。新启用的首个数字
孪生博物馆系统也是该馆最新的一件
“展品”， 人们从中可以感受数字治理
和“一网统管”的温度和效能，感受时
代前进的脚步。

独臂翻译《卡夫卡全集》，他给人生立下“军令状”
85岁翻译家叶廷芳昨天去世，被评为“译介卡夫卡到中国学界第一人”

他最早把卡夫卡译介到了中国；

他不幸失去左臂却从未放弃理想 ；

“求真、 求美、 求新” 贯穿他的学术
生涯……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语文学
专家叶廷芳， 因病于 27 日 6 时在北
京逝世， 享年 85 岁。

文学圈、 出版界人士纷纷悼念追
思叶廷芳。在翻译家董强眼中，叶廷芳
富有人文情怀和思想前瞻性， 他的译

介生涯影响了一代作家；他在充满艰难困
顿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的积极态度与赤子
之心， 更是留给后来者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写道：“他译
的卡夫卡，完全重塑了我的文学观。 ”

“中国当代文学从叶先生那里受益
良多 。” 作家李洱感慨 ， 作为卡夫卡 、

布莱希特、 卢卡契、 迪伦马特的译者，

叶廷芳不仅敏锐捕捉到卡夫卡作品中的
现代疏离气质， 也将布莱希特与卢卡契
关于表现主义的争论介绍进了国内，并
译介迪伦马特的戏剧作品， 对国内文学

与戏剧领域都颇具影响。 作家阿乙还记
得，当年带着叶廷芳编选的《卡夫卡短篇
小说全选》 全套书， 去了自己常居的城
市，“正是叶廷芳先生的翻作， 使我从一
名文学青年变成作者。 他让我鲁莽而富
于激情地去写，解放了自己的笔触。 ”

叶廷芳 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
语系 ， 主要从事德语现代文学研究 。

1990 年代他主持编译 《卡夫卡全集 》，

并著有 《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德语国
家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名著速览》

等 30 余部作品， 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散

文、 随笔和戏剧、 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
论文章。

令业界感佩的是， 在丰硕的翻译及
研究成果背后， 叶廷芳付出了远超常人
的汗水。 “下地干活， 打猪草， 放牛”，

是叶廷芳的童年日常， 没想到 9 岁那年
的夏天 ， 因意外跌伤 ， 加之错误的医
治， 他痛失左臂。 在充满艰难困顿的人
生中， 他始终以积极态度对待学习、 生
活 、 工作 ， 面对人类浩瀚文明笃定治
学。 “真不知是命运的有意亏待， 还是
无意成全。 如果没有断臂之痛， 我很可

能就是浙江衢州的一个农民或基层干部；

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 我就
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品格。” 断
臂后 ， 叶廷芳给自己立下了人生的军令
状———超越正常人。

或许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 让他
与卡夫卡这位命途多舛的作家不期而遇
后， 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叶廷芳曾说过，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我生来是一个乐天
派， 几乎没有感到过孤独”。 在不同语言
的海洋里 “摆渡”， 叶廷芳形成了自己的
翻译美学理念。 他生前谈到， 严复提出的

“信、 达、 雅” 标准只能作为评价翻
译水平的参考， 并不能完全成为科学
律条。 在他看来， “信、 达、 雅” 这
三种境界很难兼得———如果原作本身
很 “雅”， 你翻译的时候也应尽可能
“雅”；如果原作很通俗，或者很泼辣，

你也翻译得很“雅”，那就跟“信”相冲
突了。 “信、达”是翻译家的职守，“传
神”才是翻译追求的目标。要拿捏好翻
译的尺度和分寸， 首先必须尊重原作
的语言特点和风格。

“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
大的一种， 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的
产物， 而是人类心灵与缪斯结缘的一
种审美游戏。 它常常不守规矩， 无法
无天， 擅自越出语言和语法的疆界，

也找不到一把标准的尺度来衡量， 常
常让人对着字典和辞书徒叹奈何 ！”

叶廷芳曾感叹 ， 这对译者的文学修
养、 语言表达、 审美创造等综合素养
是一种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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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此青绿》“沉浸式”赏画
舞台艺术创作迈入新技术时代

余音绕梁传古韵， 咫尺千里舞江
山。 26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舞绘《千里江山图》结束了上海大剧院
的最后一场演出， 雅致清丽的中式美
学营造跨越千年的梦境， 唤醒了观众
心里的传统文化基因。 最让业内人士
称道的是， 《只此青绿》 的舞台被巧
妙设计成多层同心圆， 还原了中国传
统画卷的 “展卷” 过程。 那转动不息
的舞台仿若镌刻民族记忆的年轮， 引
领观者踏入时光的循环里。

近年来， 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越来
越紧密， 舞台艺术的创作迈入新技术
时代 。 在舞台演出中 ， 激光 、 机械
臂、 多媒体影像， 甚至无人机等技术
手段被广泛运用， 呈现出丰富多元的
视听效果。 这些舞台空间的功能创新
赋予艺术探索更多灵感与可能， 却也
让一些创作者误入 “技术流” 迷途，

以炫 “技” 替代艺术， 将舞台变为重
叠堆砌的舞美秀场。 舞台新技术拓展
艺术创作的边界在哪里 ？ 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给出了一种答案： 以艺
术为核心， 用最复杂的舞台达成最纯
粹的审美， 让古典美学绮丽之花绽放
在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里。

带着“赛博朋克”味儿的
舞台装置，只为还原最古老的
赏画模式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
河无垠。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
江山图》以概括精练的手法、绚丽的色彩
和工细的笔致描绘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
观，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的巨制杰构。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
事结构，现代故宫研究员潜心钻研《千里
江山图》，循着“展卷、问篆、唱丝、寻石、

习笔、淬墨、入画”的篇章纲目，走进北宋
画家王希孟的内心深处。

难以想象， 优雅隽永、 古意盎然的
《只此青绿》，其舞台背后竟有一股“赛博
朋克”的味道。 采用地面多层转台和空中
圆弧机械的构架，剧组在镜框式舞台的基
础上又另搭一个“内胆”，创造出“天旋三
圈，地转四圈，上下左右皆可以移动”的全
新舞美效果。 “空中母架装置着三层可旋
转圆环，吊着 18个电机，带动三块大型弧
形面板起落移动；转台底下也安装了许多
电机，驱动可移动圆盘时而同向转，时而
逆向转，时而交错转，形成不断变化的舞
台空间。 ”舞台执行编导谢元臻说。 据悉，

“天地圆环” 必须精准配合才能产生最佳

的舞台光影效果，考虑到机械反应的延时
误差， 舞台总监在舞台提示本总谱外，还
需要另排一张精确到 0.5秒的时间码。

将舞台打造成精密的艺术装置并非
炫“技”，而是为还原最古老的赏画模式。

古代长卷的观赏方式是“展”与“收”的过
程，观者所见的每一个“定格”都是一幅
画。 “我们希望舞台呈现就如‘展卷’，达
成‘观剧如展卷’的效果。”总编导周莉亚
说。 圆环相扣，亦是时空相交。 当卷轴在
舞台上被缓缓打开，左手拉开了“过去”

的时间线，右手推动着未来的新图景，一
个时空循环就巧妙地形成了。

繁复的舞台装置对演员也是巨大考
验。因为在舞台上的每一秒几乎都是“动
态平衡”，演员们不仅要在不断变换转向
的圆盘上保持舞蹈动作稳定， 还要依靠
音乐旋律、 节奏来记住群舞的站位和舞
姿。 为让演员能够自如地在多层转台上
翩翩起舞， 剧组将转台架在排练厅练了
整整 4 个月， 才最终塑造出如古画一般
“定格”的隽永画面。

跨越千年的对视凝望，让
舞蹈诗剧成为与今人息息相
关的当代题材

在 《只此青绿 》 的舞台上 ， 故宫

的研究员与千年前的王希孟彼此对
视 、 凝望 。 绘画者 “此画与天地共
绘 ” 的志向 ， 与展卷人坚守传承传
统文化的心愿， 在此刻重叠、 相通。

展卷人的人物设定使舞蹈诗剧 《只
此青绿》 ———舞绘《千里江山图》 跳
出了古典题材 。 “有了展卷人和文
博工作人员的存在 ， 它才成为与今
人息息相关的当代题材。” 总编导韩
真说。

据韩真介绍，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研究员王中旭正是展卷人的原型， 他
专研 《千里江山图 》， 亦是 2017 年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的策展人 。 剧中 ， 通过展卷人的眼
睛， 观众还看到了王希孟背后的匠人
们———篆刻人、 织绢人、 磨石人、 制
笔人、 制墨人， 以及宋代工艺技术的
登峰造极。

为精准再现宋代美学 ， 《只此
青绿 》 主创团队大量阅读文献 、 听
取专家意见 ， 在古书古画中寻找历
史的留痕 。 除了与故宫博物院的专
家开展座谈之外 ， 他们还邀请了国
家级 、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仇庆年 、 汪爱军 、 张文年 、

郑小华走进排练厅 ， 为演员进行非
遗工艺指导。

《只此青绿》 用雅致清丽的中式美学营

造跨越千年的梦境， 唤醒观众心里的传统文

化基因。 制图：李洁

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