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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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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遭市民举报后演出方主动取消
活动， 此前因吸毒被依法处理的民谣
歌手宋冬野于 11 日深夜 “委屈 ”发
文。 在他看来， 自己已经受到法律惩
戒，也一直深刻反省，可为何不能“放
我一条生路”。 面对于此，网友似乎并
不买账， 一针见血道出关键———允许
重新做人，但不要再做“明星梦”，更不
该多占用公共资源。

网友的愤怒不无道理。 在深夜发
文中，宋冬野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

认为自己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面对
此前的吸毒劣迹，他甚至给出了“哪有
什么无需就无供， 在毒品这件事上，

‘供’一直单方面创造着‘需’”这样的
诡辩逻辑。如此发言，难怪网友批评他
并未认真反省。

在与网友持续一整夜的骂战过
后，宋冬野所谓的“谋生说”也被戳穿。

过去几年， 他的音乐事业实际上并未
中断。 在发布新歌、进行演出之余，他
不但作为投资人参投多家公司， 还成
立了文化传媒工作室。 网友通过公开
平台查询发现， 这些公司目前都还在
存续期。在网友看来，这至少证明他的
事业境遇与日常生活并不像他所描述
的那样难以谋生。

因吸毒遭遇大众持续抵制的艺人
不只宋冬野，而一再发文“心疼自己”

也不只他一人。面对“叫屈”“卖惨”，大
众反感的态度始终如一。 而这正是社
会公序良俗基本共识的体现。 演艺工
作与一般社会工作性质有所不同的
是，明星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不仅需要
遵守基本的法律底线， 同时也要通过
自身言行在道德上作出表率。 不良饭
圈文化影响下， 不少粉丝对于偶像不
加甄别地顶礼膜拜， 面对他们的违法
失德行为不仅选择性屏蔽， 甚至出言
不逊，维护包庇。 可见，公众人物的一
言一行， 都对大众产生着直接或间接
的巨大影响。就在今年，多位艺人的违
法失德行为曝光并有确凿证据后，部
分粉丝、 尤其是未成年粉丝疯狂 “洗
地”的声音言犹在耳。 如此惨痛教训，

也是大众最警惕的问题关键所在———

法律只是公众人物言行的最低底线。

目前，宋冬野的微博已遭禁言，风
波暂时平息。不过，反思止步于此还远
远不够。 公众也希望犯过严重错误的
那些艺人能够真正认识到， 公众人物
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所应
该、也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官宣！两大艺博会
再擎全球瞩目的申城艺术版图

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蓄势待发

全球艺场的 “上海时间 ” 又将到

来———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蓄势

待发， 将于下月启幕。 去年因疫情而 “失

约” 的布鲁塞尔霍夫肯画廊创始人夏维尔

难掩兴奋之情： “我们期待 ‘回’ 上海、

‘回’ 中国去！”

不只夏维尔·霍夫肯一个人， 近日整

理行装准备奔赴上海的国际艺术展商来自

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城市， 其中还多了巴黎

的乔斯林·沃尔夫画廊 、 东京的 Fergus

McCaffrey、 新加坡的 Yavuz Gallery 等 50

余家首次亮相上海的新展商 。 就在这几

天， 作为交易月期间重点项目的两大艺博

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简称 “西

岸艺博会”） 和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

术博览会 （简称 “ART021”） 相继官宣，

下月将双双提升 “能级” 盛大开幕。

去年， 正是由这两大艺博会领衔的第

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在全球各地

众多艺事因疫情而纷纷被按下 “暂停键”

之时逆势火力全开， 擎起申城千亿级艺术

交易市场蓝图， 也为全球艺场注入一针强

心剂。 今年， 从两大艺博会率先透出的信

息中， 人们已经可以对新一届交易月抱以

无限期待。 届时， 它们将与上海各大美术

馆、 画廊和艺术机构合力共绘再度备受全

球瞩目的申城艺术版图。

双双扩容、同期错位
PK的申城两大艺博会，让
参展商无比期待

有画廊主分析， 全球艺博会彼此竞争

激烈， 只有特色鲜明、 质量高的艺博会，

才能争取到实力藏家的目光、 国际级艺术

家及画廊的参与， 而上海的西岸艺博会和

ART021 无疑已在国际上累积好评， 同欧

美的国际艺博会比较， 甚至更具备新兴藏

家大幅成长等发展优势。

11 月 11 日至 14 日 ， 西岸艺博会和

ART021 将在双双扩容的基础上， 同期错

位 PK。 素来以国际化阵容、 超豪华水准

予人深刻印象的西岸艺博会， 今年将迎来

第八届 。 场地从以往的西岸艺术中心 A

馆 、 B 馆进一步扩容至西岸穹顶艺术中

心， 首次以 “三馆” 亮相。 展会共将迎来

18 个国家、 45 个城市的 120 余家优秀画

廊、 设计品牌及艺术机构参展， 参展商数

量相比去年增加约四分之一。 其中， 超过

六成为海外参展商， 21 家画廊首次参展。

以摩登时尚见长的 ART021， 在将精品艺

博会模式成功输出至北京、 深圳之后， 今

年将于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第九届。 展会共

将汇聚来自 14 个国家、 29 个城市的 134

家参展商 ， 参展商数量相比去年扩容

17%。 其中， 近三成来自欧洲、 北美、 东

亚及中东等海外市场， 首次参展的画廊多

达 40 家。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首次参加

这两大艺博会的画廊中， 像眼镜蛇画廊、

蓝骑士艺术空间等刚刚在上海开设了新空

间， 充分显示出从业者对于申城艺术文化

市场的信心。

“带着独特而新颖的艺术文化作品来

到上海 ， 与中国观众分享并与之产生连

接， 是我们参与西岸艺博会的一个主要目

的。” 将首次参加西岸艺博会的乔斯林·沃

尔夫画廊创始人乔斯林·沃尔夫说。 他认

为中国艺术市场非常成熟， 因此他与他的

画廊不需要在此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打开市

场， 只需要带来一场全身心投入艺术的探

索之旅。 连续多年参加西岸艺博会的东京

的灯塔·彼方画廊主青山和平坦言： “每

年我们都觉得西岸艺博会越来越好， 希望

今年是更好的一届。 中国的市场是无限的，

我们希望今秋在上海能再次向中国各地的优

秀藏家和博物馆售出作品。”

以策展推送值得被看到
的艺术品，力争成为大众美
育的引领者

记者观察到， 策展的理念今年在申城这

两大重磅艺博会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开辟有

着鲜明主题的特别展览项目， 精挑细选， 向

中国观众推送尤为值得被看到的艺术品， 正

在成为共识。 在艺博会的一站式平台上， 一

方面， 人们足不出沪便能饱览世界范围内不

少优质且新鲜的艺术力量； 另一方面， 本土

艺术家的佳作与海外艺术同台亮相， 提高着

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话语权。

例如在西岸艺博会上， 眼镜蛇画廊将呈

现主题为 “先锋复兴” 的展览， 融合经典的

现代设计和先锋的当代艺术， 以此传递这样

的信息： 先锋和经典从来不是静止的， 他们

是流动的、 充满想象的、 可以被定义的。 霍

夫肯画廊将带来美国艺术家塞尔·戈麦斯的

个展。 塞尔以半虚构与超写实的绘画作品声

名鹊起 ， 而此次展中展将是这位艺术家自

2019 年首次亮相余德耀美术馆的群展后 ，

在中国举办的首次个展。 弥金画廊将带来两

位中国当代艺术家马可鲁和庞飞的作品， 勾

勒亚洲当代艺术的景观。 ART021 则宣布将

在 “APPROACH 单元 ” 以引人注目的策展

形式呈现多个画廊代理艺术家的个展， 或不

多于三位艺术家的群展。

有业内人士指出 ， 包括西岸艺博会 、

ART021 在内的申城艺博会矩阵， 已不满足

于仅仅成为全球艺术品大卖场、 追求交易金

额的新高了。 它们更意欲成为全球高品质艺

术的引荐者、 大众美育的引领者。 也唯有这

样的艺博会， 才能实实在在刷出之于城市与

人民的存在感。 这其实也正是上海国际艺术

品交易月举办的一大意义， 超越交易本身，

优化整座城市及相关区域的艺术生态。

陈佩斯《惊梦》
让喜剧触及昆曲

作为“演艺大世界·2021第七届上海国际
喜剧节”揭幕之作，该剧下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继《戏台》过后，陈佩斯领衔的《惊梦》将再度亮相上海。作为

“演艺大世界·2021 第七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揭幕之作，该剧

将于下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从 2001 年在上海大剧院首演《托儿》到现在过去 20 年，每

次来上海我都紧张之极！ ”在日前的发布会上，陈佩斯表示，20

年来上海观众提供了舞台艺术的坚实土壤，使这座城市成为“戏

剧龙头”。再闯上海，他盼望着把戏“一点一点拾掇出来”，用自己

的喜剧风格赢得新一代观众的认可，令他们“笑得出来”。

“戏痴”父亲与务实儿子
作为“戏台三部曲”第二部作品，《惊梦》延续前作再度涉足

戏曲题材，由编剧毓钺再度执笔。 谈起《惊梦》的创作初衷，毓钺

认为是“水到渠成”。 “三部曲”这一概念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戏

台》让他找到新的创作方向，意犹未尽之下，《惊梦》应运而生。这

一次的故事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夕昆曲大班和春社在战火纷飞中

的生死命运。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背景，为剧中几股力量纠缠交

错提供了契机，也奠定了故事悲喜交加的戏剧风格。

“在《戏台》好不容易积累的经验，到这部戏又都用不了了。 从

喜剧技巧到布景都需要推翻重来，一次次重新‘组织进攻’。 ”在陈

佩斯看来，看似都是“戏曲”题材，但其呈现截然不同。 作为导演和

主演，他的创作方法论来自于父辈从军的实战经验，但骨子里仍

是一种感性的、对于艺术反复推敲、跟自己较劲的严谨态度。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其子陈大愚的务实。 首度同台，他不仅

要饰演剧中人物，还要在幕后担任执行导演，帮助父亲天马行空

的艺术创想最终落于实践。 “我爸是一个有艺术实验精神、很敢

实验的人。 ”陈大愚这么调侃父亲。 数不清多少次陈佩斯有了新

的想法，陈大愚都会熬夜对台词修改一字字整理，思考如何在节

省经费的情况下满足父亲对于布景的不断调整。 面对这样一个

感性的 “戏痴” 父亲， 陈大愚在调侃之余难掩对其理念的认

同———“他追求的是一种悲喜游离之间的东西”。

“还记得刚进剧组时我很激动，表演劲儿使得有点大，佩斯

老师也不说，就在我身边‘绕圈圈’，我就意识到不对。”与陈佩斯

在幕后构成有趣对照的，是刘天池。 剧中，她饰演的是陈佩斯的

妻子、和春社“内当家”，从科班体验派的表演体系，逐步向类型

化的喜剧表演靠拢，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师，她说这依

旧是一个需要磨砺的过程。 “艺术太快只会离观众越来越远，哪

怕是喜剧，也不能端上一碗麻辣烫把观众吓坏。真正的喜剧要能

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只有泡在角色里，才能让自己浑身

散发出艺术的悠然香气。 ”

喜剧之俗与昆曲之雅
表演张力之外，《惊梦》还有另外一组“对撞关系”———喜剧

之俗与昆曲之雅。 再度涉足戏曲题材，陈佩斯希望更进一步。 此

前《戏台》中，他将京剧的文武场直接搬上话剧舞台，变保守的

“配乐音响”为“现场演奏”，大胆尝试将全剧音乐及绝大多数的

音效在京剧器乐里完成，获得观众认可。 而《惊梦》则提出了比

《戏台》更高难度的融合方向，不仅要将昆曲艺术之雅编织于喜

剧之俗中，还要将《惊梦》一折作为戏核。

排练场上，参演该剧的青年演员郎玲和刘欣然一段《惊梦》

片段表演，从身段到唱腔，已然颇具架势，此时台下的陈佩斯和

其他演员也都能小声跟唱。这一细节在排练时常常发生，剧组的

努力是明显的：昆曲在该剧中不仅仅是元素，而是融合。为此，陈

佩斯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王晓燕， 为演员进行一对一现场训练

及动作设计指导。 即便剧中不表演昆曲唱段，也要“身上带着那

个行当里的人该有的气韵”。

爆款已“预约”，《化·蝶》面向全球演出市场翩翩欲飞
上海演出机构牵线搭桥，助力中国好戏签订欧洲50场巡演意向书

京沪粤艺术机构联手推动， 杂技舞剧

《化·蝶》将从上海起步，“飞”向世界舞台。

昨天，作为“演艺大世界 艺聚大上海”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季的重磅剧目以及广州 （上

海）文化交流月的活动之一，《化·蝶》在上

海大剧院签约启动全球巡演。 梁山伯与祝

英台的经典传说将以全新面貌出现在舞台

上， 向海内外观众呈现具有时代感的中国

传统文化，凸显中国作品、世界表达，中国

故事、全球传播，中国制作、国际水准的艺

术亮点。

据悉， 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杂技舞剧

《化·蝶》 将于11月12、13日开启上海站首

演；待到全球疫情好转之日，它就将“飞”出

国门。 “虽然新冠疫情影响着全球演出行

业， 但中国艺术家依然创排出这么高质量

的作品，令人惊叹！我们期待在欧洲欣赏到

这台充满中国风情的好戏， 让更多观众了

解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 ”通过网络直播，

佛尼克斯音乐经纪公司总经理 Christos

Tsenes与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北

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2023年起

的欧洲五国50场的全球巡演意向书。

当代审美重塑经典，弘
扬传统文化之美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故事可谓耳熟能详。 这段凄美的爱恋传

说曾以小说、歌曲、影视剧、戏曲等文艺样

式呈现，《化·蝶》则首创了杂技舞剧的演绎

方式。 “通过32项杂技绝活以及舞蹈、戏剧

等多元艺术语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这部杂技舞剧启动海外演出计划的消息一

经发布 ， 立刻引起国际演出商的踊跃反

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告

诉记者。

杂技舞剧《化·蝶》为何会受到国际演

出机构的关注？ 梁祝爱情故事堪称东方爱

情故事大IP，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早已

在欧美舞台上“声入人心”；中国杂技更是屡

次摘金夺银……种种原因铸就了这台好戏能

够“走出去”的先天优势。 在此基础上，《化·

蝶》聚集了总导演赵明、编剧喻荣军等对《梁

祝》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这部作品

之所以名为《化·蝶》，是因为梁祝的爱情故事

和蝴蝶的生命韵律完美融合， 赋予了杂技舞

剧更浪漫的想象空间与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赵明说。

艺术创新破茧成蝶，上海
“码头”再启航

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东方天鹅”

惊艳亮相，杂技演员吴正丹和魏葆华的“肩上

芭蕾”赢得了各国首脑多达18次的掌声；2005

年，粤沪联合创制演出的杂技芭蕾舞剧《天鹅

湖》在上海大剧院连演20场，并由此走上国际

舞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闪亮名片。 如今，主

创团队带着全新的杂技舞剧《化·蝶》再度来

到上海。

“16年前，杂技《天鹅湖》是首次尝试用杂

技技巧演绎西方故事；现在，《化·蝶》亦是艺

术创新的破茧成蝶，处处体现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开掘和再创造。 ”赵明透露，主创团队针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特点进行了精心

编排 ， 让西方芭蕾与东方文化发生奇妙的

“化学反应”。 “我们将努力使这部融合型、创

新性作品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

中国声音。 ”

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的大力促

成，《化·蝶》选择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作为全球巡演总代理、 选择上海作为全球巡

演的始发站。“我们将根据欧洲不同国家的国

情进行市场化、精细化运作，将《化·蝶》从德

语区、法语区推向英语区观众群体，做大做强

《化·蝶》的品牌效应，让它变成欧洲人家喻户

晓的作品。 ”李明告诉记者，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中心曾与6000余家国际文化机构合作，

积累了大量演艺资源，可以充分发挥上海“码

头”的平台效应和文化引领作用，力促更多国

内优质艺术作品走向世界舞台。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茛本届西岸艺博会举办地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外景。

▲眼镜蛇画廊。

荩MAKI Gallery 东京空间。 制图： 李洁

杂技舞剧 《化·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