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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玫

影迷将电影!寻梦环游记"的
分数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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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部观影
目标群锁定为孩子的动画片$印
象中动画片的局外人居然纷纷为
它走进了电影院$ 并给出了几乎
没有二致的好评$为什么%

评论中的最强音认为这部电
影给我们& 特别是给孩子们上了
一堂生命教育课$ 通过一个名叫
米格的小男孩$ 为寻找自己的音
乐梦想$ 在此生与彼岸之间自由
穿梭的故事$ 告诉一向被今生来
世永相隔的生死观左右的人们$

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如我们所想象
的那样不可逾越$ 奈何桥的那一
端不是只有十八层地狱$交友&畅
游&歌舞等等是!寻梦环游记"呈
现给我们的彼岸生活$因此$死亡
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唯有悲
伤和痛哭才是对死亡最好的呼
应###这一千百年来不容置疑的
道德规范$似乎也不尽然了(

!寻梦环游记"将故事背景设
定在了墨西哥$ 墨西哥的传统文
化认为$在亡灵节那一天$人们会
将万寿菊的花瓣洒在住房和公墓
之间的道路上$ 再在路上放置点
燃的蜡烛$ 自家那些已逝亲人的
亡灵$就能寻路回家( 所以$很多
人认为$ 米格来往于人间与灵界
的手段是一枚万寿菊花瓣(不过$

我却认为$ 让米格自由地来往于
此生与彼岸的$是音乐(

米格之所以跟自己那以制鞋
闻名的家族发生冲突$ 是因为他
想像他的太太爷爷埃克托那样成
为一名歌者( 魅力十足的歌手埃
克托之所以过不了铺满万寿菊的
)奈何桥*$回不了家$是因为家人
记恨他当年为了音乐的不告而
别( 米格在埃克托的帮助下撕下
了德拉库斯的假面具$是靠着!记
住我"这首歌( 是!记住我"$让米

格的太奶奶+ 垂垂老矣的可可想
起了她的爸爸& 米格的太太爷爷
埃克托$ 被家族误解的埃克托才
在最后一刻逃脱了灵界死亡$影
片谓之最后的死亡(

用音乐来勾连今世与往生$真
是一个绝妙的创意###这大概只
是我们的感慨$ 因为在西方世界$

用音乐与彼岸对话$是古典音乐得
以诞生&发展&抵达巅峰的出发点(

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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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著#何源$陈广琛译%$厚达
$%&

页$但谈论到的巴赫作品$除
了!音乐的奉献"和!赋格的艺术"

我还比较熟悉之外$ 没有更加耳
熟能详的!哥德堡变奏曲"$没有
!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也没有!法
国组曲"!英国组曲"$作者把大量
的篇幅给了康塔塔(

虽说是一种巴洛克时期广为
流传的声乐体裁$ 但我了解的康
塔塔$只有巴赫的第

'()

号$且剥
离了歌词$ 只知道大提琴独自演
奏的这部短到不超过

(

分钟的作
品$ 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地低
诉$让听乐者心事浩渺( 有一次$

去上海大剧院欣赏话剧!堂,吉诃
德"$听到贯穿这部舞台剧始终的
音乐$ 就是巴赫的第

'()

号康塔
塔$只是话剧选择了钢琴版$叮咚
声中$巴赫的音乐竟将堂,吉诃德
的高级寂寞映衬得格外入心(

!我的一只脚已经踏入坟
墓"$就是巴赫第

'()

号康塔塔的
曲名( 那会儿$我都没有意识到$

多到难以计数的康塔塔$ 绝大部
分是巴赫写来让人们在苦苦怀念
亡灵时获得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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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王后克里

斯蒂安,埃伯哈丁逝世(这位王后
的丈夫为了得到波兰王位 $于
')!*

年变为罗马天主教徒$为此$

她一直远离丈夫$ 过着寂寥的独
居生活( 因为她所承受的这份苦
楚$民众把她当作圣人崇拜( 王后
一死$整个萨克森都在悼念她( 巴
赫受命为已由他人写就的 !葬礼
康塔塔"歌词谱曲(阿尔伯特,施韦
泽评价!葬礼康塔塔"的歌词是)四
平八稳$ 既没有诗意$ 也缺乏深
度*$却对巴赫的谱曲部分给予了
所能给出的最高赞誉$)从头到尾
贯穿着庄严的节奏$ 听众深受它
宏大&雍容与沉郁的和声的震撼$

以致忘记乐章的长度*$)在这里$

巴赫通过低音部一段从头至尾贯
穿整个乐章& 美妙而超然的音乐
形象$ 描述了胜利者抵达永恒的
彼岸时心中获得的安宁###*(

看啊$在巴赫的音乐世界里$

由生到死时并没有天人永隔的悲
情$ 只有此生到彼岸后所向往的
安宁( !论巴赫"也解开了郁积在
我心头许久的一个疑团$ 就是巴
赫一生$两次婚姻&

+&

个孩子$总
是为养家糊口忙碌着( 日复一日
地坐在五线谱前填写)小蝌蚪*$他
就没有厌倦的时候% 施韦泽告诉
我们-没有.在他的论著里$我们读
到$ 巴赫始终在为由此生到彼岸
架设铺满万寿菊的音乐的 )奈何
桥*$崇高的职业$恐怕是巴赫沉醉
其中不知厌倦的重要原因吧%

从巴赫的音乐中获得教益 $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许多观
众看完!寻梦环游记"$会抹着眼
泪感叹- 第一次遇到这么豁达的
生死观教育$ 我们的生死观怎么
总是那么萧瑟呢%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观众$

可以移步去上海博物馆看看正在
那里展出的 )山西博物院藏古代
壁画艺术展*(该展览遴选了北朝
和宋金元这两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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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共
$!

件墓葬壁画珍品$经由策展人
的精心设计$ 很好地还原了这些
墓道壁画的原生态样貌( 尤其是
朔城区窑子头乡水泉梁村出土的
墓道壁画$ 展出方更是在展厅里
模拟出了墓葬的封土+墓道+甬道
和墓室$ 让我们在参观时恍若身
临考古发掘的现场( 也正是这逼
真的还原$让我们看到$由北壁的
夫妇宴饮图+东壁的鞍马仪仗图+

西壁的牛车出行图以及南壁门洞
两侧的鼓吹图构成的镇守朔州的
军政长官的墓道壁画$ 充满了生
趣( 也就是说$至少在北朝+宋金
元两个时期$ 我们祖先的生死观
还是非常达观的$ 像这位朔州的
军政长官$ 不就认为死亡也就是
到别处过在此地一样的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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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惊艳欧洲艺术
!

简 平

最近几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等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来中国进行巡展$

让中国观众得以不出国门也能欣赏到杰
出的欧美艺术作品( 不过$由于受时间限
制$展期较短$观众总觉得意犹未尽( 没有
想到$我这次却在杭州图书馆遇到了风华
卓绝的)欧洲艺术馆*的免费展出$而且展
期长达三年( )欧洲艺术馆*以欧洲艺术为
主线$展品包括雕像+绘画和家具$重点是
推介雕塑艺术作品$是迄今在中国最大规
模的欧洲雕塑黄金时代的作品展示(

我去过国外众多著名的艺术博物馆$

但是$只有杭州图书馆的)欧洲艺术馆*才
让我第一次有)亲切*之感$这份亲切感如
此特殊$ 使我在整个观展过程中格外激
动( )欧洲艺术馆*所有的展品都是首次在
中国展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
迎来了孙中山先生雕像原件的 )完璧归
赵*( 孙中山先生石膏坐像是

'!+*

年由
)民国政府* 驻法国使馆向当时最受人们
喜爱的雕塑家保罗,兰多斯基订制的$雕
像眼神专注$表情刚毅$南京中山陵祭堂
中四米多高的孙中山先生大理石雕像正
是以此蓝本塑造的$就连基座的六块展现
孙中山先生非凡一生的浮雕图案也是据
此原样雕刻( 这件展品的陈列经过精心策
划$布置在模拟的兰多斯基当时的工作室
内$ 使观众产生亲临制作现场的感觉$因
而特别亲切动人(

)欧洲艺术馆*给予我的)亲切*感$还
来自于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均为一位年轻
的中国女士所收藏( 法国罗丹博物馆馆长

卡特琳娜,舍维约说-)吴静女士是新一代
的收藏家$ 事业有成后$ 想把自己的收
获###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
贡献出来$为祖国服务( 她深爱着自己的
家乡$而她回报祖国的方式就是让祖国人
民有接触欧洲艺术和文化的机会( *我前
些天刚去过美国洛杉矶盖蒂艺术博物馆$

在那里看到了一件)镇馆之宝*$这是由比

利时布鲁塞尔青铜公司制作的一尊硕大
的青铜花瓶$ 这尊青铜花瓶

'$$!

年曾在
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轰动一时(

'!

世纪
末期的比利时雕塑正引发主题革新的潮
流$力图更好地呈现)完美的细节*( 让我
惊艳不已的是$吴静现在居然将比盖蒂艺
术博物馆收藏的青铜花瓶更加高大更加
精美的堪称)世界第一*的青铜花瓶带到

了中国$ 这尊高达
=>%

厘米的顶天立地的
青铜花瓶$是比利时著名雕塑家皮埃尔,阿
方斯,伯格特的作品$ 完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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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现的是希腊神话中英雄珀尔修斯战胜海
怪$营救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罗美亚的故
事$富有很强的戏剧性$引人入胜$体现了
雕塑家造型赋神的高超技艺$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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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后比利时雕塑复兴的杰作( 我忽然想到$

盖蒂艺术博物馆中的作品是美国)石油大
王*保罗,盖蒂倾其一生所收藏的$身后又
把藏品捐赠出来$成为向公众开放 +为公
众分享的人类共同文化财富$这才是一条
财富增值+回馈社会的良性路径$也是个
人价值的最大实现$ 因而真正会名垂青
史( 而中国的吴静女士尚年轻$却已开始
了这份慷慨的慈善公益事业$这为中国的
富人树立了良善的榜样$是值得尊敬的(

为了让无缘前往杭州图书馆)欧洲艺
术馆*的读者一睹巴普蒂斯特,卡尔波+奥
古斯特,罗丹+埃马纽尔,洛兹+保罗,加列+

安德烈,特雷布歇+查尔斯,勒贝克等大师
的名作$中国美术馆出版社特意策划出版
了 !巨匠风华###欧洲艺术藏品精选"一
书$请费城艺术博物馆欧洲装饰艺术和雕
塑部主任奥利维耶,于斯泰尔编写整个展
览内容的详尽介绍并附图录$让读者在大
饱眼福之余也获益匪浅( 至于欧洲雕塑为
何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所理解$用罗丹博物
馆馆长卡特琳娜,舍维约的话说-)吴静女
士的收藏$不但可以促进东西方两种文化
的对话交流$还可以让丝绸之路另一头的
西方世界意识到雕塑是一种纯粹和完整
的艺术$因它能让人感知世界的本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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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保罗"兰多斯基创作

的孙中山先生雕像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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