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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天鹅海洋”迷倒欧洲观众
谢幕时响起长达15分钟掌声，上芭《天鹅湖》阿姆斯特丹首轮演出告捷

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卡雷剧院内，
天鹅湖畔的经典爱情故事、 王子和天

鹅公主的缠绵舞步、由 48 只天鹅组成

的 “天 鹅 海 洋 ”， 征 服 了 在 场 所 有

人———谢幕时，观众用欢呼声、跺脚声

与持续近 15 分钟的掌声， 向上芭这

位暌违逾一年后再度归来的老友，致

以最热烈的欢迎。 这一幕发生在荷兰

当地时间 8 月 22 日晚， 今年上芭豪

华版芭蕾舞剧 《天 鹅 湖 》欧洲巡演的

首演之夜。
“当听到座无虚席的台下爆发出

雷鸣般掌声的那个瞬间， 我顿时感觉

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皇家卡雷剧

院的观众席是 180°环绕式的，荷兰观

众似乎用热情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

抱。 ”上芭群舞演员赵可飞说。 今年 8
月 18 日，上芭启程前往欧洲，将在近两

个月中奔赴荷兰、 比利时两国九个城

市， 总共献演40 场豪华版 《天鹅湖》，
完成其有史以来时间跨度最长、 场次

最多、演员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巡演。
眼下，上芭豪华版《天鹅湖》在此

番欧巡的首站阿姆斯特丹上演正酣。
从 8 月 22 日至 9 月 10 日， 上芭将在

皇家卡雷剧院进行 18 场驻场演出，并
打破该剧院 30 年来的驻场纪录。 103
人的出访团队、85 位演员，从 70 后到

00 后 ， 既有随团南征北战数十年的

“老将”，也有刚刚进团首次出访的“新
兵”，上芭的这支队伍顶着时差、疲劳，

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十几天

的时间里， 发生在上芭团员身上的每件

闪光的小故事，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
群可爱又敬业的舞者值得全世界观众为

其竖起大拇指。

“舞台上 ，每个人都是振
翅飞翔的天鹅”

进入上芭才半年多的群舞演员赵姿

婷随团来到花卉之国荷兰后， 难掩其内

心的兴奋。美景来不及细看，在他们抵达

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天， 顾不上缓解舟车

劳顿便紧锣密鼓地兵分两路， 开启装台

工作和走台排练。
皇家卡雷剧院位于阿姆斯特丹美丽

的阿姆斯特尔河畔，是欧洲自 19 世纪以

来最富盛名的剧院之一， 许多世界一流

艺术家都曾踏足于此。 《天鹅湖》今夏欧

巡首站王子的扮演者、 上芭首席演员吴

虎生，黑白天鹅的扮演者、上芭最年轻的

主要演员戚冰雪， 在这里与来自法国的

编导迪恩会和。 全体演员抵达第二天就

开始了常规排练，下蹲、抬腿、绷脚面、转
身、挥臂……在辛丽丽的指导下，立于把

杆旁的秀丽身影们不见丝毫懈怠， 仿佛

从来没有时差的存在。
首演之前， 上芭女舞者们还头戴羽

毛头饰、身着白色舞裙，来到阿姆斯特尔

河畔， 以象征纯真浪漫的心形队列再现

了“天鹅海洋”的迷人场景。 阿姆斯特丹

电视台的记者闻讯赶来， 路过的行人也

震撼不已，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将 48 只天

鹅在街头的惊鸿一瞥定格成了永远。
绚烂的追光灯外， 又藏着多少不为

人知的艰辛？仙境般的“天鹅湖”场景，源
自铺满整个舞台的干冰， 烟雾营造出梦

一样的幻境， 也让台下的观众为云雾中

究竟藏了多少只天鹅而迷醉。 然而，为了

防止干冰喷出的水滴给演员带来安全隐

患并影响演出质量，剧场工作人员在干冰

中加入了带有防滑功能的松香。 这样一

来， 舞台上小范围内难免有种刺鼻的味

道。 赵可飞说：“其实，每次当我把头埋在

雾气中时都觉得几乎要窒息了，甚至眼前

有过片刻发黑。不过，保持队形整齐和舞

姿优美是群舞的关键。 再困难时都有信

念在支撑着所有人———舞台上， 我们每

个人都是振翅飞翔的天鹅。 ”

“已经开始期待上芭的下
次到来”

荷兰当地时间 8 月 22 日， 夕阳下

的阿姆斯特尔河波光粼粼。 皇家卡雷剧

院外， 提早到达的观众或在海报前合影

留念， 或于入口处排队等待。 伴随着美

妙的音乐， 大幕在近 2000 人面前缓缓

升起， 花园中的天鹅公主无忧无虑地玩

耍着， 宣告一段用舞蹈演绎的唯美童话

即将展开……
演出得到了欧洲观众毫无保留的欢

呼与掌声。首演结束后，此番上芭欧巡邀

请方之一荷兰星辰公司总裁汉克说：“马
林斯基剧院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都曾献

演皇家卡雷剧院， 但也从未有过驻场三

周的盛况。就我个人而言，上芭的这一

版《天鹅湖》堪称‘天鹅王国’，在众多

版本中最让我感到惊艳。 不少观众告

诉我， 他们已经开始期待上芭的下次

到来了！ ”
是的， 观众看到舞者将他们汹涌

澎湃的情感挥洒在舞台之上， 用轻若

游魂的梦幻身姿舞出了纯粹热烈的爱

情。而当四周的漆黑重入光明，落幕时

那些激动的欢呼与掌声， 更像是为舞

台背后无尽的汗水所赠与的徽章。
上芭领舞演员冀璐茜说：“从下飞

机第一天到现在马不停蹄， 部分团员

受到了伤病的困扰。”随团的陈医生为

演员们轮流针灸推拿，忙得不可开交。
更有青年演员想出了“奇招”———或把

脚跷于宾馆的墙头让肿胀的腿部血液

倒流，或自备“泡脚神器”在演出前后

使用———“能得到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

身在异国日夜排练的间隙， 那些

充满温馨与暖意的时刻， 让团员体会

到了集体的归属感。 22 日首演当天，团
里正好有位演员过生日，团长在排练结

束后突然说了句 “猜猜今天是谁的生

日”。一位小演员不好意思地举了举手，
钢琴伴奏员弹起《生日快乐歌》，团员们

围在一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共同迎

接鲜花与掌声，彼此分享欢笑与汗水的

日子。 在 9 月 10 日结束皇家卡雷剧院

的演出后，上芭还将把豪华版《天鹅湖》
以及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带到世界上的

更多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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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终在山顶重逢
一批科学类节目成收视新宠，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做客荧屏阐示科学之美覆 盖 中 国 民 航 80%以 上 机 场 的

人脸识别系统为何叫“御眼重明”？ 电

影《火星救援》里种土豆的异想天开是

谁开的“脑洞”，他又是如何形容自己

对火星的观感？ 当世界知名科学类期

刊《自然》邀请中外科学家为一幅亚纳

米拉曼成像设计稿选择封面时， 中外

科学家做出了怎样意料之外又情理之

中的选择？
一整个夏天， 这些问题的答案全

都能从电视节目里找到。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传播学会负责人、中国“蛟龙

号”上的科考员、中国科幻作家……当

科学类节目以千姿百态的样式成为收

视新宠， 当一批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

走进演播室， 观众不仅直观感受到中

国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的日夜兼程，
太多人还真真领略到了福楼拜说过的

那句名言———“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

分手，终将在山顶上重逢”。

科学里寄托着上古神
话的美好畅想

上周末， 科技挑战节目 《机智过

人》首播。 所谓“挑战”，是人类与自己

所发明的人工智能直接对弈。 开篇的

挑战双方， 一方是山东省公安厅的首

席模拟画像专家、 国际科学鉴定协会

画像专家林宇辉， 他不久前刚协助美

国方面破获了“章莹颖案”。 另一方叫

“御眼重明”， 是国内目前在民航、银

行、 安防等领域运用最广泛的人脸识

别系统。 在一档测试“机智过人”还是

“机不如人”的节目中，这对博弈对手

何以首发？在场嘉宾、中科院院士姚期

智有段感言能够解惑：“‘御眼重明’以
何命名， 其实与我们办节目的初衷不

谋而合：点燃人类那自古有之的、对自

身前途与命运的好奇心。 ”
“御眼重明”取名自中国的上古神

话。 按《拾遗记》所载，尧帝在位时，有
积支之国献上一种神鸟。 因它目生双

瞳，能够洞悉一切，又名‘重睛鸟’，而

且它还能驱逐虎豹豺狼等猛兽， 庇护

人类不受侵害。 将如今高科技的人脸识

别系统以“重明”命名，用它为走失儿童

找到父母， 让它在每一处角落默默注视

着世间善恶， 寄托的正是上古神话里我

们民族的美好畅想。
无独有偶， 另一档节目也曾揭开当

代科学与上古神话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定位科普的《加油向未来》曾以蛟龙号为

主角，节目请来我国载人潜水器的试航员

之一崔维成做“科学领航员”。这位潜入过

海底的科考员告诉现场青少年：“蛟龙，古
之神兽。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潜

器，这名号再贴切不过了。 它成功潜下了

深海 7062 米，这意味着全球海底 99%以

上的地方， 对我们中国科学家不再是禁

区。以蛟龙号去实现中国那奔涌的潮汐所

召唤的梦想，这是科技大国不争的使命。”

科学里藏着人类情感的诗
和远方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

自称“火星叔叔”。 他走进《未来架构师》
的演播室，将自己 17 年的行星科学研究

成果， 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告诉观众———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人王维出

边塞时所写下的荒凉与浩瀚、 寂寥又壮

阔， 与当今天文学家系于火星的复杂情

愫异曲同工。
作为首位获得卡尔·萨根奖的华人

科学家， 郑永春是第一批发现火星能种

土豆的科学家之一。在他眼里，火星不仅

具备了一系列“宜居”条件，比如水分、可
通过电解等得到的氧气等， 这颗星球还

拥有许多与地球类似的自然风貌，“这使

得我们情感里的诗意不会因移居火星而

被迫抛却”。 比如，火星上也有春夏秋冬

四季， 只不过那里的一年约等于 687 个

地球日。这样一来，火星上的诗人仍会有

“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感慨，但也许会换

个时间的度量衡。 又比如火星上地貌宏

伟壮观，最高的奥林匹斯山约两万多米，
是珠穆朗玛峰的三倍； 最大的水手峡谷

长达 4500 多公里，比北京到广州飞个来

回更远些。 若移民火星，李白笔下的“千
里江陵”兴许会更豪迈———“万里江陵”。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周怀阳说：“人类的发展进程中， 科学所

能抵达的星辰大海其实与我们情感中的诗

与远方何其一致。 星辰大海一直承载着人

类拓宽视界的探知欲， 诗与远方便是这种

梦想的抒情表达。 不然，儒勒·凡尔纳的科

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不会在发表 100 多年

后依然打动今天的我们。 ”

科学里还有妙不可言的风
花雪月

八年前，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第一次成

功地完成长城上量子隐形传输实验，并在世

界知名学术类期刊《自然》上发表论文。在为

期刊提供封面用图时，潘院士求助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博士王国燕。 从此，
王国燕团队迈入了前沿科学成果可视化艺

术的探索之路。 “2009 年那会儿，登上

国际前沿期刊的中国封面屈指可数，大
部分都采用国外设计师的作品。 而现

在，随着中国科学已取得一系列世界瞩

目的成就，我们的科技传播也致力于让

更多大众感受到科学的美丽与神奇，
《科学》《自然》《细胞》 这世界三大科学

类期刊上都有我们设计的封面。 ”
《未来架构师》的现场，这个团队

带来一幅幅绚丽的图画， 它们看似抽

象派艺术，实则世界科学期刊的封面。
其中一张《自然》封面来自于“亚纳米

拉曼成像”。作为当年中国的十大科技

进展新闻之一， 这是一种采取化学方

法测得的成像技术， 因其成像分子比

纳米更小，故称之为“亚纳米”。中国的

科技传播者为这一成果设计了两种封

面稿， 一种是亚纳米在实验环境下的

状态， 另一种是它们在激光渲染下所

呈现出的类似“玉如意”的造型。“有意

思的是， 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一律选择

了‘玉如意’方案，而世界其他各国的

科学家和媒体 记 者 们 选 的 都 是 另 一

种。”王国燕说，“这恰恰是科学所具有

的迷人的另一面， 它并非冷冰冰的符

号， 也可以是与人们文化背景休戚相

关的一门艺术。 ”
节目现场， 硝酸盐和氯化钠生成

氯化银的沉淀反应， 金属锌置换出铅

的反应， 都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浪漫身

段。 就连一滴酱油、一片黄瓜，也能在

显微镜下化身风花雪月。
大自然在造物时留下了一些科学

线索，也留下了许多艺术的端倪。生活

中不缺少美， 只是需要善于发现的眼

睛；生活中科学无处不在，只是需要我

们换种思维去亲近。

沪上诞生百支优秀市民合唱团
本报讯 （记者李婷） 经过三天的激

烈角逐， 2017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合

唱大赛决赛日前在上海城市剧院落下帷

幕， 比赛决出百支优秀市民合唱团。
本次大赛由闵行区文广局、 上海音

乐家协会、 上海市群艺馆联合举办， 吸

引了全市千余支合唱团队报名参赛。 参

赛团队各具特色， 比如， 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的镭音合唱团用歌声 “治愈心

灵”。 该合唱团成立的初衷是缓解医护

人员的工作压力———进入这家医院的病

人大多是中晚期肿瘤患者， 医护人员常

年 24 小时待命， 压力非常大。 看到医

院有不少唱歌爱好者， 工会便组织成立

了镭音合唱团， 不仅让医护人员的压力

得到释放， 还有效拉近了医患关系。 合

唱团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为患者演唱， 还

邀请患者同台表演。 决赛舞台上， 他们

以一首 《give us hope》 表达医护人员

的心愿———希望患者能坚强地挺下去。
“市民合唱大赛举办了三届， 水平

一届比一届高！” 本次大赛评委、 上海

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剑

平说， 本届大赛的指挥水准让他倍感欣

慰 。 这得益于市民合唱大赛的 一 项 赛

制， 即要求上台的每位指挥只能带领一

个团队参加同一个组别的比赛。 这项规

定一度引起争议， 参赛团队害怕优秀指

挥 “供不应求”， 但是几年下来， 大家

发现该项规定让更多年轻的专业指挥有

了 “用武之地”。 比如， 本次大赛中最

年轻的指挥许滢年仅 20 岁。 还有 24 岁

的丛高博， 虽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合唱

指挥专业五年级的学生 ， 却已 经 带 过

10 支市民合唱团队。
据透露， 为了提升合唱团队指挥的

专业素养， 大赛期间主办方特意推出了

市民文化节百强合唱指挥培训班，设初、
中、高三个等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员展

开培训。与此同时，全市各区也展开了相

关指挥培训及下基层专家辅导活动，参

与者达 12 万余人次。 “我们要办的不仅

仅是一场比赛， 更希望提升全市群文合

唱的整体水平。 ”有关负责人说。
在本次大赛中， 也出现了一些歌曲

“撞车” 的现象。 评委们呼吁更多的作

曲家加入进来 ， 创作出适合市 民 合 唱

团、 贴近现代生活的合唱歌曲。

文化

在爱琴海展现昆曲“文武之美”
上海昆剧团《白蛇传》亮相希腊国家歌剧院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上海昆剧团受邀参

加希腊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戏曲节，登

台希腊国家歌剧院。 演出由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总裁、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带

队。目前 3 场演出票均已告罄，足见昆曲

在海外日益上涨的文化影响力。
与以往海外演出通常选择《牡丹亭》

有所不同， 此次上海昆剧团选择的剧目

文武兼备，前两场为《白蛇传·雷峰塔》，
后一场折子戏则有《三岔口》《牡丹亭·游

园惊梦》《天下乐·嫁妹》《西游记·借扇》
共四折戏， 希望给当地观众带来更为丰

富的昆曲视听体验。 谷好好告诉记者：
“在过去，《牡丹亭》一直是最能代表昆曲

的‘走出去’剧目，如今昆曲在国内外不

断扩大影响， 是时候用更多的剧目让观

众更深入了解戏曲艺术。 而‘文武兼备’

是中国戏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
其中，《白蛇传·雷峰塔》从《游湖》演

至《断桥》，展现白素贞与许仙从相识、相
恋、产生误会又言归于好的故事段落，上
昆人希望将这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
带到这个古希腊神话诞生的国度。 该剧

既有昆曲所擅长的细腻爱情表现， 也有

精彩的武戏开打场面，看点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演出谷好好亲

自上阵，饰演白素贞，与梅花奖、白玉兰

奖得主黎安等人搭档。谷好好素有“百变

刀马”之称，曾获得文华表演奖、梅花奖、
白玉兰奖等多项戏剧奖项， 由于近年担

任管理职务鲜少在舞台露脸。 赴希腊演

出前， 他们特别在俞振飞昆曲厅演出一

场，下腰、鹞子翻身、耍枪花、耍长绸、翻

跟头……演员的武戏动作毫不含糊，让

“渴了很久”的上海观众先行过了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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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芭的舞者们头戴羽饰、 身着白色舞裙， 化为可爱的天鹅， 现身阿姆斯特丹皇家卡雷剧院所在的阿姆斯特尔河畔。 （上芭供图）

■ 这批科学类节目 ， 聚

焦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前沿话

题 ， 通过故事性的表达 ， 让

科 学 的 基 因 植 入 观 众 心 底 。
在追求精品节目的时代 ， 不

追娱乐明星但追科学精英的

知识类综艺 ， 正携手开启一

场综艺史上的认知革命

金山区亭林合唱团演唱 《梦中的卓玛》。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荩 《未来架构师》 中， “火星

叔叔” 郑永春博士畅想人类的下一

站———星辰大海。 （节目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