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熙涵

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揭开面纱

打造世界歌剧艺术和音乐舞台创新实验新中心

本报讯 （记者姜方） 近年来， 上

海音乐学院在人才建设、 艺术科创、 知

识服务 、 国际交流之外 ，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也有新进展 。 记者昨天获悉 ， 备 受

瞩目的上音歌剧 院 正 在汾阳路校区施

工， 计划将于 2019 年正式启用， 日前

公布了效果图 。 上海音乐学院 党 委 书

记、 院长林在勇告诉记者， 上音歌剧院

的打造正是学校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据悉 ， 建 成 后 的 上 音 歌 剧 院 除 了

一个1200 座的中型歌剧院之外 ， 还有

四个排演教 室 将 分 别 用 于 歌 剧 、 管 弦

乐 、 合 唱 和 民 乐的排练， 以满足学院

的教学需求 ； 一个报告厅将用 于 学 术

交流。 届时， 上音歌剧院将成为一个集

创作、 表演、 教学、 实践、 管理于一体

的世界歌剧艺术和音乐舞台创新实验新

中心。
在昨天下午举办的 “上海音乐学院

建校 90 周年国际音乐院校校长 论 坛 ”
上， 来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丹麦皇家

音乐学院、 东京艺术大学、 伯克利音乐

学院、 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 白

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等全球艺术院校的

负责人共聚一堂。 林在勇许下约定， 邀

请世界音乐人于未来访问上音歌剧院。
他说： “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音乐

展示舞台之一， 上音将准备好优秀的作

品欢迎大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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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派”亮相国际顶尖科幻期刊
见证中国科技高速发展发出的强大“引力”

日前传出消息， 国际知名科幻杂

志 《克拉克世界》 为中国科幻小说家

特设专栏的集结已经出版， 这本名为

《未来镜像》 的书以中英文双语的形

式面世 ， 是中 国 科 幻 小 说 家 主 力 阵

容， 在国外顶尖科幻期刊上的第一次

集体亮相。
随着中国作家两获雨果奖， 科幻

小说写作的 “中国流派” 开始引起世

界性的关注与讨论。 有评论认为， 中

国科幻作品被世界瞩目的背后， 不仅

有中国科幻作者队伍的壮大， 更是中

国科技高速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提

升所发出的强大 “引力”。

中国科幻引发世界关
注的背后是世界对中国实
力的瞩目

《克拉克世界》 是美国知名科幻

期刊， 以刊登科幻和奇幻文学著称，
发行量在同类刊物中位居前列。 该杂

志从 2015 年开始推出 “中国作家专

栏”， 每个月刊发一篇来自中国作家

的科幻文学作品 。 截至目前已 有 刘 慈

欣、 张冉、 韩松等多位作家的 20 余部

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这本美国主流

科幻杂志上 。 不久前出版的 《未 来 镜

像》， 正是根据杂志的 “中国作家专栏”
中第一年所发表的作品集结成书， 收录

了九位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 值得一提

的是， 《克拉克世界》 的主编尼尔·克

拉克全程参与甄选、 点评， 将已崭露头

角的中国科幻作家和作品推向世界。
不难发现 ， 中 国 科 幻 在 国 际 上 的

“存在感” 也日渐增强。 刘慈欣的 《三

体》 在海外出版后， 更是有大批中国科

幻作品进入西方主流出版视野 。 据 统

计 ， 2001 年以来 ， 中国科幻作品外文

版本发行超过 100 种， 语种超过十种。
中国科幻作家群的国际认知度 与 日 俱

增。 英国作家尼尔·盖曼， 在看到中国

的科幻作者以及众多读者之后 ， 曾 感

慨： “中国科幻呈现出的朝气， 让我相

信世界科幻的未来在中国。”
“越来越有 ‘国际范儿’ 的中国科

幻， 从寂静无声到大放异彩， 背后隐含

的 是 世 界 对 中 国 的 关 注 。 ” 不 久 前 ，
《科幻世界》 主编姚海军， 在一个科幻

论坛上如此解读近几年中国科幻风靡海

外的深层次原因。 即便是被一些人称为

“凭一人之力将中国科幻提高到了世界

水准” 的刘慈欣， 他的标志性崛起， 背

后也是几代科幻人的付出与努力， 以及

中国高速发展形成的辐射全球的注意力

效应。

如何使中国科幻的国际
化脚步走得更加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科幻要真正走

向世界， 怎样在源头上避免浮躁， 专注

创作， 已经成为创作者谈论的话题。 有

业内人士认为， 在中国科幻无人喝彩的

年代 ， 坚持下来的人都是出于 纯 粹 热

爱； 而中国科幻开始昂首的当下， 人们

往往容易忽略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科

幻小说的整体创作水平依旧薄弱， 与科

幻文学强国相比， 领军人物已经出现，
但在整个从事写作的个体数量上， 基础

是匮乏的。 据媒体报道， 我国经常从事

科幻创作的作者不超过 50 人， 科幻的

影视转化也面临缺乏专业编剧、 导演，
特效制作能力有限等困局。

在姚海军看来， 中国科幻国际化的

脚步要想走得更自信 ， 发掘和 培 育 新

人、构建孵化平台、完善评奖机制和加

强对国外科幻文化与市场的研究同样

重要。另外，寻求中国科幻作品的视觉

表达， 通过影视产品构造出符合中国

特色的科幻产业链， 展现国人的想象

力和价值取向， 为世界科幻领域贡献

出一种新的审美可能， 也呼唤着中国

科幻继续讲出更精彩的中国故事。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帮助外国读

者打破语言藩篱、 破解 “中国密码”
的科幻译者。 比如， 《三体》 等作品

获得世界科幻领域的最高荣誉， 可以

说都与译者刘宇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作为一个出色的科幻作家， 刘宇

昆本人便斩获过雨果奖和星云奖， 而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几部优秀

科幻作品， 也是他首先发现并着手进

行译介的。 在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

华裔作家看来， 翻译是对语言的再塑

造过程， “能在头脑里听到他们的声

音”， 才能真正做到精准传递原作的

思想情感。 这一观点得到第 75 届世

界科幻大会副主席克里斯托·赫夫的

认同， 她认为， 鉴于跨文化传播的复

杂性， 科幻作品未必采取直译， 但一

定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

以写生传承中国画“道法自然”
李乃宙写生画展在沪举办

本报讯 （记者范昕） 写生传统不

独属于西画， 在中国画中， 这样的传统

被称之为 “道法自然 ”， 向自然学习 。
近日于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揭幕的 “道
法自然———李乃宙写生画展”， 汇集上

海中国画院外聘画师李乃宙近年来于各

地创作的写生作品共计 80 余幅， 呈现

并不为人熟悉的中国画写生。
“表意性” 并非中国画的全部。 李

乃宙就是一位崇尚具象写实的 中 国 画

家， 他在国画领域探索 30 余年， 往往

用朴实的画笔描绘各地的湖山景色、 人

文风情。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 既有平凡

生活的普通劳动者， 也有充满地域风情

的少数民族同胞 ， 还有平静致 远 的 园

林、 山川景色， 都是李乃宙以写生形式

表现的创作心路。
李乃宙坦言： “认识到自己不具备

‘怪异’ 的灵感， 也不具备追求时髦的

气质， 只能老老实实， 循规蹈矩地做学

问。” 他的学画之路也正是从写生开始，
如实地反映描写对象。 以线为主的中国

画造型方式， 以及画家用笔用墨的个性

化艺术语言的运用， 使得李乃宙的写实

性国画流淌出不同于西画的韵味， 具有

了独特的感召力。

文化 广告

从 《2012》 到 《地心引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装备出现在包括电影在内的科幻作品中。 图为 《地心引力》 电影剧照。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计划于 2019 年正式启用。 图为上音歌剧

院内部效果图。 � � � � � � � （上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