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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术馆，正成为申城市民乐享假日的生活方式

元旦小长假申城美术馆共举办约60场展览，吸引6.5万人次观展，
其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观众达27800人次

到中华艺术宫看美术作品所浓缩

的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卓越历程； 到刘

海粟美术馆看炫酷科技如何“译介”中
华创世神话； 到新开馆的明珠美术馆

看国际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个人建筑

回顾展……元旦小长假， 申城美术馆

向市民发出的“艺术邀约”诚意满满，
丰富多元。“参观美术馆已经成为上海

市民假日活动的常态。 繁荣的文化艺

术不仅滋润着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更

是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道风景。”中华艺

术宫执行馆长李磊告诉记者。
一份来自市文广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三天的元旦小长假期间，申城美术

馆共举办展览约 60 场，吸引约 6.5 万

人次观展。 其中中华艺术宫观展人次

约 3.2 万，明珠美术馆观展人次 3709，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观展人次 3156，
龙美术馆观展人次 2500，宝龙美术馆

观展人次 2066，刘海粟美术馆观展人

次 2035， 多伦现代美术馆观展人次

2016，余德耀美术馆观展人次 197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展
累计观展人次突破30万

元旦小长假， 仅中华艺术宫呈现

的艺术展览就多达十来个， 并且多是

体量颇大的综合性展览。其中，最具人

气的展览要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
海美术作品展， 小长假期间共计接待

观众 27800 人次。 这一展览开展两个

月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好

评，观展人气始终高涨，为此主办方特

意延长展期。截至昨天，展览累计观展

人次突破 30 万。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

品展是具有史诗气质的大型红色主题

展览，以 96 幅作品象征中国共产党走

过的 96 年卓越历程，既是对党的光辉

历程和丰功伟绩的颂扬， 也是对广大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牢记历史使

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讴歌， 更是对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走

向美好未来的展望。同时，这些作品呈现

出伴随着伟大历史进程， 我国现代美术

的发展演变和辉煌成果。记者留意到，小
长假期间参观这一展览的观众几乎都是

自发前来的散客。不少观众感慨：国家的

昌盛与人民的幸福是这样来之不易。

科技+艺术让创世神话找
到当下的链接点

这几天， 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

跨年大展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

术大展”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这一展览将高科技与艺术相结合， 让人

机互动、VR、AR、3D 打印、 人工智能等

一连串新潮的名词为展览插上创想的翅

膀， 也为遥远的中华创世神话找到了当

下的链接点。
该如何理解 盘 古 开 天 辟 地 之 时 的

“混沌”？ 在来自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们创

作的五组作品中， 远古神话凝练成水、
光、电、木、声五个意象，借助新媒体技术

让人能够切身感受，体验宇宙形成前气、
形、质三者浑然一体未分离之状况。比如

在作品《混沌之“声”》中，创作者以一面

大鼓呼应“远古”，利用音画交互的手段，
将无形的声音转化为实时的有形图案，
由此达到一种粗旷原始生命的欢腾。 又

该如何理解远古黄帝的“神游”？ 展览中

有一整个展厅的十多件展品， 借助 AR
技术让虚拟的游历与真实的观展并行，
只见一条从画中跳出的神鱼带领着观众

穿梭于展品之间，化展为山、化展为海。

多元化艺术展览丰富着
人们身边美的“色阶”

除了申城几大公立美术馆已然成为

申城文化地标，还有很多民营美术馆遍布于

中心城区星罗棋布， 甚至覆盖部分远郊地

区，它们共同丰富着人们身边美的“色阶”。
小长假第一天正式开馆的明珠美术馆

就是其中的代表。这里正在举办的“安藤忠

雄展·引领”， 可谓国际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第一次在自己设计的艺术空间中举办的建

筑回顾展，以建筑模型、纪录影像、创作产

品、设计手稿、书籍文献等形式，直观展现

安藤忠雄的经典名作以及建筑之外的深远

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爱琴海购物公园

8 楼的明珠美术馆与 7 楼的新华书店 ，共

同组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 “光的空间”，这

个空间正是由安藤忠雄亲自操刀设计

的， 美术馆与书店之间通过多功能的

“卵”型活动区域相互连接。
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伦勃朗、维

米尔 、哈尔斯 ：莱顿 收 藏 荷 兰 黄 金 时

代名作展 ”辐射着艺术吸引力 ；在 余

德耀美术馆 ，艺 术 家 阿 丽 莎·柯 维 德

在亚洲的首次个展“格物致新”以“高

颜值 ”在社 交网络引发关 注 ；在 上 海

喜玛拉雅美术馆，本应谢幕的“奇迹：
贝利尼家族与文艺复兴特展”应观众

不灭的热情，延展至 1 月 23 日，观展

“奇迹”仍在馆内上演……

摇滚乐遇上巴洛克，再现莫扎特不羁才华

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今起连演24场

在世界舞台上， 法语音乐剧以其独

特的曲风和审美成为与 “伦敦西区”和

“百老汇”截然不同的存在。从今晚起，法
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将在上汽·上海

文化广场连演 24 场，再现法语音乐剧的

奇幻魅力。 在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

元洪看来，中国与法国这两个国度，在整

体审美上共同分享着“写意”的内涵与精

髓， 相似的艺术基因使得法语音乐剧更

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如果他出生在当代，也许
能成为一位摇滚巨星

《摇滚莫扎特》是一部描绘音乐家莫

扎特艺术人生的法语摇滚音乐剧。 大胆

的摇滚乐配以经典的巴洛克风格的舞台

美术，演绎出一代音乐大师的不羁才华。
故事从莫扎 特 的 青 年 时 代 开 始 讲

述， 用五光十色的摇滚舞台表现了脱离

神童光环后的莫扎特在闯荡音乐界时面

临的机遇、诱惑、嫉妒和重重艰难。 从故

乡萨尔茨堡到曼海姆，再到巴黎，最后来

到维也纳， 他的音乐才华冲破了权势和

成见的桎梏，超越了时空。
本剧于 2009 年 9 月在巴黎体育馆

首次公演即引起轰动， 随后在法国、日

本、韩国、乌克兰及俄罗斯展开巡演。 古

典美与未来感相结合的视听体验吸引着

各种年龄段的观众群体， 音乐剧专辑亦

曾在法国音乐专辑榜上榜 20 周。
值得一提的是， 被粉丝亲切地称为

“小米” 的摇滚歌星米开朗基罗·勒孔特

将在剧中扮演莫扎特。 凭借 《摇滚莫扎

特》，他获得了素有“法国格莱美”称号的

法国广播音乐青年奖的三个奖项， 而音

乐剧中最出名的单曲 《纹我》还在 2009
年法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位居第一。 这首

歌充分展现了莫扎特狂放恣意的性格，
为他极具戏剧性的一生写下注脚。

继 2016 年文化广场年末大戏德语

音乐剧《莫扎特》在申城掀起一股“莫扎

特”热之后，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再
一次将莫扎特短暂而又充满传奇的一生

展现在舞台之上。
同是讲述莫扎特的艺术人生，但“德

扎”与“法扎”的风格却大相径庭。德版莫

扎特穿着现代服饰， 讲述的却是一个属

于遥远年代的沉重故事。 而 《摇滚莫扎

特》剧中的莫扎特则身穿复古服装，搭配

朋克风烟熏妆， 华服下掩藏着现代人的

灵魂。相比“德扎”，“法扎”塑造了一个更

鲜活的莫扎特，他更桀骜不羁，鲜少自我

怀疑。
不过，无论是“德扎”还是“法扎”，音

乐剧舞台上的莫扎特都不约而同被打造

成一个“摇滚巨星”。“摇滚的音乐风格用

在莫扎特身上非常合适， 因为他本人是

极富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的人物。 如果

他出生在当代， 也许能成为一位摇滚巨

星。 ”费元洪如是说。

法语音乐剧 ，与 “伦敦西
区”“百老汇”截然不同的存在

近三十年来， 法国陆续诞生了十几

部精彩的音乐剧作品。 独特的艺术风格

和营销手法使得法语音乐剧散发出与众

不同的气质。 业内人士如此评价法语

音乐剧与“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不

同： 法语音乐剧更注重从歌曲本身出

发， 往往在音乐剧尚未开演之前就发

行唱片， 以明星的魅力和唱片的影响

把观众吸引到剧院里去。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走红就是

这种营销方式的最佳例证。 上世纪 90
年代末，音乐剧《巴黎圣母院》首演前，
剧中歌曲的唱片就已经发行。 在唱片

得到观众的充分肯定后， 再组建剧团

正式上演。其中，单曲《美人》中出色的

三重和声加上歌词的戏剧性， 使这首

单曲一炮而红，唱片大卖。在唱片的推

动下，《巴黎圣母院》1998 年在巴黎国

会大厅首演时， 一个月时间内 200 万

张门票抢购一空，创造了“首演售出最

多门票数量”的吉尼斯纪录。
不过，除了这些热门作品，其他根

据经典名著改编的法语音乐剧，如《小
王子》《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都很少有

机会踏出欧洲， 被世界其他地方的音

乐剧爱好者现场欣赏。 而在法国国内

遭到冷遇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在改

编为英文版之后成为世界最知名的音

乐剧之一， 人们甚至于忘记了它曾是

一部法语作品。
费元洪说， 多年引进原版音乐剧

的经验让他发现，很多唱唱跳跳，合家

欢式的美国百老汇喜剧并不一定符合

中国观众的口味。“中国的观众比较深

沉， 美国式的幽默有时会让我们觉得

有点浅薄。”向中国观众推广伦敦西区

和百老汇以外的音乐剧， 是文化广场

推出《摇滚莫扎特》的初衷。

沐维也纳夜色，感贝多芬恢宏
———评上海大剧院2018新年音乐会

刘雨矽

每每岁末年初， 是最让人感觉时

光流逝的。我们会回想起去年的今天，
或 者 记 忆 里 最 深 刻 的 某 个 跨 年……
2017 年 12 月 30-31 日， 上海大剧院

力邀曾两度挥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

杰出指挥家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

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在辞旧迎

新之际为沪上乐迷奉上“维也纳之夜”
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两场各具特色

的新年音乐会。
两场音乐会的曲目延续了历年上

海大剧院新年音乐会的传统， 以施特

劳斯家族的经典作品和大剧院保留曲

目为主。 但深究起来却非同寻常。 其

一，出人意料的曲目选择：七部作品均

由指挥家莫斯特挑选， 其独特的艺术

品位为音乐会呈现了些许新意。其二，
别具匠心的曲目编排：“维也纳之夜”
是由一首首轻松明快、 斑斓多彩的舞

曲体裁的作品组成。 而最后一天的压

轴作品《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则气势磅

礴、振奋人心，如同一部史诗力作。
作为对两百年前维也纳爱乐乐团

的创建者、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奥托·
尼古拉的致敬， 音乐会以其享誉世界

的意大利风格歌剧 《温莎的风流娘儿

们》序曲揭幕。这首意大利式的歌唱旋

律舒缓、悠长，衬着上海大剧院金色的

舞台布景， 演奏者手中金属光泽的乐

器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仿佛

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自己身处维也纳

富丽堂皇的金色大厅……听众循着柔

美、 抒情的音响样态开启了维也纳之

夜的“寻根之旅”。
迎新前夕， 各大平台掀起了一股

致敬 18 岁的怀旧风，大家纷纷在朋友

圈上晒出自己 18 岁的照片。 而《D 大

调第三交响曲》正是舒伯特在 18 岁那

年完成的作品。 长笛的直白表述带来

了田园风光的无限遐想， 弦乐跃动性

的节奏洋溢着青春活力， 对比强烈的

音响效果营造出弹性的舞动空间。
莫斯特称舒伯特是对他影响最深

的奥地利音乐家。当晚，在这位美国克

利夫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动情演绎

下，我竟听出了一份思念之情。不知这

部充满生机与童趣的音乐是否能在听

众的脑海中勾勒出舒伯特 18 岁时略

显稚嫩的模样？
著名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指

挥家弗朗兹·冯·苏佩创作于 1866 年

的轻歌剧 《轻骑兵 》序曲又一 次 承 继

了之前的亮相传统，伴随着嘹亮的小

号与圆号再次掀起了下半场的新篇章。 与

之相比，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 1888 年

的 《骑兵进行曲 》则更像是在描述年轻的

骑兵部队，少了《轻骑兵》中大提琴音踞般

割扯的隐喻眷恋，有的是管乐与弦乐竞奏

时体现的那份自在与愉悦。
莫斯特曾在 2013 年第一次将小约翰·

施特劳斯《“来自山中”圆舞曲》带上维也纳

新年音乐会的舞台。在此次的演绎中，长达

13 分钟的作品气息悠扬，似缭绕在山间的

云雾，余音流转，小清新风十足。 他的指挥

从容不迫， 在细节表现时又极具动力且毫

不拖沓。稍显遗憾的是，乐曲中段乐队与指

挥家的契合略微延迟。小作品反而不好演，
尤其是在慢乐章时对呼吸的把控， 声部间

的曲线进行、层见叠出、慢起推进，应如呼

吸般自然的汇聚。
小 约 翰 的 弟 弟 约 瑟 夫·施 特 劳 斯 的

《“女人心”玛祖卡波尔卡》是其最著名的一

首作品。莫斯特在排演时提到“一个女人的

内心不可能像时钟一样嘀嗒稳定地按拍子

走，所以每一拍之前都需要有所准备，每一

拍之后也要有所延续”。莫斯特指尖上舞蹈

般细腻的动作， 充分向乐队传递了每个主

题所要表达的意图。
维也纳节日氛围的夜色在小约翰·施

特劳斯《查尔达斯舞曲》快慢交替的舞步中

逐渐淡出。 随之，新年前夕的《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 以一种恢弘的叙事方式将听众带

入蕴含哲诗的思想境界。
2017 年是贝多芬逝世 190 周年，

《第九交响曲》作为德奥交响曲中最为

经典的上乘之作总是令人满怀期待。
音乐开始时，是一种力量的积蓄，然后

舒缓，几经涨落，戏剧性油然而生。 之

后，定音鼓以持重的节奏上场、退场，
弦乐与管乐相继奏出“欢乐颂”主题，
时隐时现。 无论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

的宣叙段，还是大合唱中的独白，在多

层音响背景下 仍 凸 显 了 音 质 的 清 晰

感。类似咖啡拉花，在汇入咖啡中又自

形姿态，丝毫没有晕开。《欢乐颂》徜徉

的暖意，为旧年尾声和新年开端，铺上

了一层温婉的色彩。
“音乐是上界的语言”，这句话在

末乐章体现的淋漓尽致。 上海歌剧院

合唱团爆发出一种穿透云层直达上界

的力量，如此辉煌灿烂，启示着人类精

神至高的境界。 “欢乐颂”主题在历经

漫长的求索后终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

精神地位。歌词中对世界和平的祈愿，
在新年来临之际，寓意着深刻的祝福。

演奏的是作品，传承的是精神。用

苦难谱写快乐，由惆怅走向澄明，新的

人生，新旧交替，生命体验，纯粹表达。
“欢乐”， 就此走向了经典。 走向了经

典，仍在“欢乐”。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将莫扎特短暂而又充满传奇的一生展现在舞台之上。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跨年大展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 用科技+艺术为创世神话找到当下的链接点。 图为宋其

金电脑动画 《中华创世神话绘卷》。

荩1986 年 《神鱼》 曾获巴塞罗那国际插图大赛三等奖， 创作者正是经典国产动画 《九色鹿》 的绘者冯健南。 在此次展览中， 他的

这一系列经典作品又借助 AR 技术焕发出新的活力。 图为 《神鱼》 AR 影像互动装置。 （均馆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