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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畔，威宁路地铁站3号口附近，新添

一幢神秘四层建筑，俨然红白相间的方盒子“嵌

套”而成，外立面上悬挂着宽度超过3米的巨型

“烈焰红唇”雕塑，很难不让人抬头多看几眼。

这幢建筑便是昨天开馆的王小慧艺术馆，上海

首家影像艺术馆。醒目的“烈焰红唇”，为著名

旅德艺术家王小慧的代表作《艺术之吻》。与之

交相辉映的，则有“坐”在屋檐上的“红孩子”雕

塑，灵感源自王小慧摄影代表作《红孩子》系列，

他们飞在空中，俯瞰着每一位到访者。

尽管申城已拥有近百家美术馆，人们依然

能够感受到王小慧艺术馆的与众不同。这便是

将艺术与建筑融为一体，又让艺术与生活无缝

对接。在这里，艺术的参与性、互动性予人深刻

印象——没有人能拒绝这个热辣的艺术之吻所

发起的邀约。

与其说是面向未来，不如说是
拥抱观众

未来，王小慧艺术馆将瞄准影像、数字艺

术，为观众呈现引领行业的最“新”艺术表现形

式。如是定位，一方面在于王小慧认为艺术需

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与她本人的艺术经历

不无关联——三十年来，王小慧游走在摄影、影

像、新媒体、雕塑、装置等多种艺术媒介之间，不

断打破艺术的边界，只为最恰如其分地传递内

心所感。的确，馆内能够看到不少作品与声光

电交融，与人工智能适配。不过，与其说是追赶

潮流，不如说是拥抱观众。技术手段带来的加

持，为的是让艺术破壁，连通更广泛的人群。

展示空间达2000余平方米的王小慧艺术

馆，体量不算大，却像是艺术家精雕细琢的一件

综合艺术作品。虽有意大利设计师加盟，王小

慧依然深度参与了整座馆的设计，像对自己的

家一样，从设计到施工、从软装到布展、从色彩

到灯光，诸多细微之处亲力亲为，力求将艺术的

美感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这件艺术品是有生命

力的，只有在观众的体验中，在观众与艺术家的

互动交流中才最终完成。在王小慧看来，艺术

本身就是引领未来生活的。在物质充裕、技术

发展的当下，她认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在于

艺术，“艺术甚至可以是未来生活方式的灵魂”

“艺术不仅仅要挂在墙上，更要融入空间里、生

活中，不仅仅供观赏体验，更要激发想象力与创

造力，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方方正正的若干展厅以外，展馆空间埋有

很多意想不到的艺术彩蛋。例如，不乘电梯改走楼

梯，人们将惊叹于原来楼梯间是目不暇接的“色彩

灯光长廊”，循着楼梯走到两层半，抬眼看到的是

王小慧的《生命之果》系列雕塑镶嵌在果绿色的墙

面上，灯光的投射让它们看上去颗颗饱满，分外可

人。而位于三楼的洗手间则化身沉静又梦幻的“水

空间”，蓝色的隔断如波浪般起伏，墙壁上悬挂着

王小慧的摄影作品《阴》与《阳》。展馆一楼配套有

《艺术之吻》主题咖啡馆。未来该馆还将开设夜场，

并逐渐将顶层花园空间对外开放。三五步藏一景、

处处打卡点的这座艺术馆，妥妥的网红体质。

以参与性、互动性调动起人们对
于艺术的兴趣

不单展馆空间本身，这一容器里的作品，也无

不践行着王小慧的艺术理念——以参与性、互动

性调动起观众对于艺术的兴趣。

其中有一类作品创作过程即已强调互动。三

楼展厅里，数十台回收的旧电视组成了一面巨大

的电视墙，循环放映着梦想者的笑脸和梦想。这

是王小慧的“10000个梦”和“10000个笑脸”艺术

装置。12年前的上海世博会上，艺术家与10000

个年轻人共同创作了名为“10000个梦”的大型行

为艺术，让每一个人通过绘画、摄影和视频表达自

己心中的梦想。开馆前夕，正值上海疫情期间，王

小慧又延续创作了“10000个笑脸”，征集一张张

笑脸，让微笑治愈伤痛，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扩

大，把温暖与希望传递到千万人心里。而今，这许

许多多平凡的人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成为了作

品的参与者、创作者。

另一类作品则让技术赋能，为作品注入互动

感。占去一楼近半展厅面积的《九生3.0》装置

就是一件。中间是绿色琉璃制成的一大片莲蓬，

外圈由多媒体投影出莲花之生生灭灭、蜻蜓之

翩翩舞动，你挪着步子，蜻蜓跟着你飞，众人

聚在一起，蜻蜓也密集起来。这样的新媒体艺

术，显然有别于传统艺术的展示。有趣的互动

背后，其实藏着王小慧的哲思。她想借莲花探

讨生与死的关系——莲花死了，莲子熟了，莲子

干枯了掉在水里，又再长出莲花，死亡与新生如

何形成一个循环。

有意思的是，开馆之际，王小慧艺术馆还特别

发行了一张有特殊意义的限量数字艺术藏品——

由《艺术之吻》衍生出的“初吻”，以铭刻在区块链

上的NFT方式，让人们享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之

吻”，并由此开始元宇宙艺术之旅。

王小慧深感艺术家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想尽可能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为大众感知、理解。在

她看来，一旦参与其中，人们便会觉得艺术不是与

自己无关的，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地被供奉着，

可以是另一番模样。“人们哪怕从浅层次表现出兴

趣或欣赏，也证明了艺术作品在传播上的成功；哪

怕来美术馆打卡或拍照，也是与艺术的一种连接。”

苏州河畔再添艺术新地标——上海首家影像艺术馆“王小慧艺术馆”

没有人能拒绝这个热辣的艺术之吻

（上接第一版）张江实验室、李政道研究

所、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等一批顶尖

科研机构扎根张江。张江药物实验室、

量子科学研究中心等高水平专业实验

室稳步推进。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

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加速在张江布局科

研力量。

坚持不断厚植创新策源力，原创性

科技成果正在张江持续涌现，高水平科

技供给能力日益提升。C919飞上蓝

天，ARJ21飞机实现商业运营，“墨子

号”量子卫星、“九章二号”量子计算

机原型机等相继问世……2021年，来

自张江的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超过3.5万

件、PCT专利申请超过1500件。张江

现有在研新药超过660个，其中1类新

药占比超50%，获批上市的1类新药已

有17个，已有10个1类药通过持有人

委托生产方式落户张江，“中国药谷”

名副其实。

从“小张江”到“大张江”，
聚焦三大产业营造蓬勃发展
的奋进之城

以创新为不竭动力，贯通从原始创

新到产业发展链路，是张江展现出发展

韧性的内在动力。目前，张江科学城汇

聚了约2.3万家企业、1800家高新技术

企业、179家外资研发中心，从业人员约

50万，企业总营收突破万亿，呈现年均

1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

聚焦三大产业，张江已成为目前国

内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综合技术水平

最高、产业链最齐全的区域，共集聚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约500家，全球芯片设计

10强中的7家在张江设立了区域总部、

研发中心。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张江

集聚了1500余家生物医药创新主体，超

过7万生物医药从业人员，成为国内生

物医药领域研发机构集中、创新实力强

劲、新药创制成果突出的全球创新引领

高地，累计获批14个创新医疗器械产

品，占全国约11%；累计获批16项细胞

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占全国约30%。

如今，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正在张

江加速形成。从硬件层到应用层，IBM、

AMD、英伟达等顶尖AI巨头纷纷布局张

江；阿里平头哥、云从科技、七牛云、远景

等人工智能企业在张江迅速成长。

此外，上海数据交易所已落户运行，

阅文集团、喜马拉雅等文创企业蓬勃发

展，张江人工智能岛已建成全国首个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示范区，张江

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机器人谷、金融数据

港等产业园区发挥集聚作用，为张江产

业发展带来新动能。

从“张江速度”到“张江引
力”，大胆试大胆闯造就治理
创新的开拓之城

纵观三十年，张江发展的每一步都

离不开国家战略引领，离不开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每一次飞跃都是大胆试、大胆

闯出来的。三十年来，张江不断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加强政策制度创新，推进城

市治理现代化，形成了一套兼具科学性

和创新性的制度体系。

2020年5月，《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例

科技创新地方立法，为张江科学城改革

创新提供了法律依据。

颁发首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率先试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医

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率先探索形成集成

电路保税监管模式，率先试点外籍人才

口岸签证……背靠上海勇当改革开放排

头兵的担当魄力，张江逐步打造起政策

层面的制度创新优势。

推动国家药品审评长三角分中心、

国家医疗器械审评长三角分中心落地张

江，新药、器械审评沟通做到零距离；建

设全国首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发明

专利审查时间从3年缩短到3个月；建

设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物品通

关时间从2-3个工作日缩短到6-10小

时……制度创新的大胆闯和大胆试，带

来了举世瞩目的“张江速度”。

营造优良创新生态，三十年来，张江的

科技服务体系日趋完善，融通化、国际化和

专业化特色日益明显。如今，张江拥有双

创载体100家，孵化面积共80余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从业人员5万余人，是上海市双

创载体集聚度最高的区域。截至2021年

底，张江双创孵化载体已有46家跨国企业

加入，其中65%为世界500强，形成了参天

大树与灌木丛林共生共荣的“热带雨林式”

创新生态。

创新活力奔涌，各路人才近悦远来。

“十四五”期间，张江将提供面积三倍于现

在的人才公寓，达到150万平方米，吸引更

多人才入驻张江。今年，张江科学城地标

性建筑“科学之门”年内结构封顶。伴随

张江科学会堂竣工、张江戏剧谷启动全年

演出、张江科学城书房和未来公园等功能

显现，张江科学城将愈加活力四射、魅力

倍增。

而立之年的“张江韧劲”从何而来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2022年中
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剧目申报将于8

月8日截止，本届展演将于今年年末

举行，现面向全国各地（含港澳台地

区）戏曲院团、艺术工作室、个人征集

优秀小剧场戏曲剧目。在立足于传承

好剧种艺术的基础上，展演期待更多青

年戏曲人成为戏曲发展的实践者、推动

者，让戏曲艺术进入更多观众的视野。

“2022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由

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文汇报

社共同主办。创办于2015年的上海

小剧场戏曲节今年迎来了升级“国字

号”的第四年。经过多方努力和不断

成长，这一优质的“策演”平台日渐成

熟，突出了小剧场戏曲的思想深度和

艺术创造力，为优秀的戏曲人才打造

了孵化和实践基地。

回顾2021年的“高光时刻”，主办

方收到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戏曲院

团、艺术高校、民间团体、个人申报的

展演剧目96部，其中原创作品73部、

首演39部，申报剧种超过40个，显现

了全国戏曲人才与佳作竞相登场的码

头和源头效应。展演期间，12部剧目

交汇于舞台，亮点纷呈、风采各异，充

满了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演出前，院

团主创登上“云端”，更多的观众通过

直播了解小剧场戏曲幕后的故事，一

系列线上活动使小剧场戏曲变得更加

有趣而热烈。

从2018年起，小剧场戏曲展演落

户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长江剧场，它位于

国内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的剧场

群——“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内。长

江剧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富有实

验性的剧场环境，上演了一出出具有先

锋性、实验性和创新性的作品。古今中

外、悲欢离合……红匣子、黑匣子容纳

了独属于小剧场戏曲的震撼和美妙。

去年起，小剧场戏曲展演的演出场

所延伸至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另一所属

剧场——宛平剧院。宛平剧院初建于

1988年，是上海西南地区有名的文化娱

乐场所。如今，一代上海人的文化记忆

华丽转身为“演艺大世界”区域内一座

现代化、专业化的戏曲剧场，小剧场戏

曲的魅力在这全新舞台上尽情盛放。

展
演
年
末
举
行
，期
待
更
多
青
年
戏
曲
人
成
为
戏
曲
发
展
实
践
者
推
动
者

﹃
二
○
二
二
年
中
国
小
剧
场
戏
曲
展
演
﹄
申
报
倒
计
时

2022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

丹亭》将于8月10日至14日首演。眼下，

剧组已进入创作排练的“冲刺阶段”。5日

下午，记者探班彩排现场，只见一面巨型镜

面装置立于舞台一侧，中央，“断壁残垣”剪

影垂吊，一枝梅花的投影打在背景幕布之

上。音乐起，张军饰演的柳梦梅从舞台中

央缓步而出，唱词念白似从《拾画叫画》而

来，可紧接着，光影从暗淡转为朦胧流光，

单雯饰演的杜丽娘从侧幕上场，口中唱的，

却是《游园》的经典唱段。这台上的一切，

是《牡丹亭》的内容、意象与元素，而其从内

容编排、灯光布景、演员走位甚至服装造型

等方方面面，呈现形式又全然不同。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台与其他院团

演出所不一样的《牡丹亭》”，上海大剧院总

经理张笑丁道出了打造“东方舞台美学”品

牌的核心理念——即“传统制法、当代审

美”，主创希望，通过提炼传统内核衔接当

代呈现，让多种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去丰

富观众的审美体验，再次释放传统的经典

魅力。

“拆解腾挪”，每位主创都在
用心雕画属于自己的“牡丹亭”

2022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

丹亭》集结长三角京昆力量，由剧作家罗周

编剧、舞台剧导演马俊丰执导，昆曲名家单

雯、张军分饰杜丽娘与柳梦梅。此外，更有

江南名丑李鸿良、上海京剧院大武生奚中

路与青年老生演员蓝天助演。与从前舞台

上传统折子戏的串演不同，主创对汤显祖

原著进行了特别的“拆解腾挪”，试图进一

步凸显杜丽娘与柳梦梅冲破“生死梦中”循

环的动人爱情。

何为“拆解腾挪”？拆解——是将原著

重要的剧情交代与重点唱段拆解出来，腾

挪——是按照新的叙事线索重新摆放。在

主创看来，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它提供了

无限的解读空间，有如七巧板，令后人可以在

每一次的拼搭中，找到新的可能。罗周整理

后的文本，以杜丽娘“起死回生”为主体，依托

原著《言怀》《玩真》《魂游》《幽媾》《冥誓》《回

生》文本，将《惊梦》《寻梦》等名折名曲，融入

其他折子，形成新的戏剧结构。就拿记者探

班的《叫画》来说，这将是“重逢《牡丹亭》”的

第一折。其中柳梦梅的念白化用自原著《拾

画》的字句，而据介绍，原著《言怀》《玩真》等

也糅进了剧本的第一折之中。以此凸显，《牡

丹亭》不只是杜丽娘的梦，也是柳梦梅的梦。

为了将“双重梦境”更直观地呈现在舞台

上，导演马俊丰安排了一场“双游园”——先

是柳梦梅登场，于荒园中拾画，很快杜丽娘出

现，重现百花烂漫时节的“游园”情境。与之

相对应的，该剧作曲、司笛孙建安采用了“支

声复调”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一手法常见于

中国民间音乐，也曾在个别京剧、越剧中有类

似探索，可在有着600年历史的昆曲里使用

尚属首次。

尽管排练中演员尚未穿上戏服，但在后

台，由知名服装设计师赖宣吾设计的十数套

戏服一一曝光。与罗周力求所有新写念白曲

文均是化用原著“无一字无来历”一样，赖宣

吾看似大胆选用的花鸟图案，也是从画谱而

来。比如《回生》一折，他选用了菊花作为服

装上的主要花卉纹样。他说，“我不想选用一

般的菊花，显得过于凄凉。后来翻到明代朱有

爌编撰的《德善斋菊谱》中有一种外白内红的菊

花。我觉得特别契合这一折的主题——外在是

死亡的状态，可内心却有着浓烈的爱意。”

可以说，重逢《牡丹亭》的逐步成型，正是

建立在主创每一个人雕画属于自己的“牡丹

亭”的用心之上。

《牡丹亭》至少演了500遍，这
是最“打架”的一次

如果幕后班底的关键词是“解码”，那么台

前的昆曲演员又该如何面对贯穿演艺生涯的

这出经典？

从坐科学戏开始，昆曲演员最熟悉的便是

《牡丹亭》。张军和单雯也不例外。尤其是张

军，从艺几十年，从精华版演到全本，他的实景

园林昆曲《牡丹亭》更是驻演超过十年。当被

问及演过多少次，他身体往后一仰，“演了起码

500遍《牡丹亭》了吧！”

此番再次出演《牡丹亭》，张军直言是最

“打架”的一次。这不是说与单雯或是其他的

主创在创作理念上产生了激烈碰撞，而是基于

经典当代表达过程中，对于这种“写往过去又

写往未来”反复调校的谨慎。“就拿音乐来说，

这次曲子有点回到了清朝的腔，但是又在此基

础上加入了和声”。

而与搭档也有需要反复调校的部分。张

军介绍，上海昆曲演员受海派风格影响，所以

对于《牡丹亭》的情感表达更为浓烈，而单雯的

演绎则承袭了江苏省昆曲前辈的含蓄内敛。

如果把重逢《牡丹亭》当做一部全新的作品，两

种风格重新调配，决不能正面冲撞，哪怕是唱

段里“无一（耶）言”还是“无一（额）言”，这种观

众难以察觉的唱法区别，也要做到完全一致。

单雯感慨：“只有台上的我们在磨合中找到彼

此都舒服的平衡点，观众才能看得舒服。”

这两位主演的首次搭档，将会最终在舞台

上碰撞出怎样的“CP感”，令观众期待。

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即将首演

“拆解重组”经典，展开东方爱恋的“时间循环”

主创秉持“传统制法、当代审美”，希望再次释放传统的经典魅力。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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