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中国画院推出画师系列展
首展“李大成作品观摩展”呈现工笔画精致与恢弘

本报讯 (记者范昕 )一提工笔画尤

其是工笔花鸟画， 人们脑海中最先浮现

的似乎总是亦小亦美的册页、扇面等。近

日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的 “李大成

作品观摩展”所汇集的60余幅工笔画，给

予观者截然不同的观感。这些尺幅大、格

局大的工笔画， 呈现出精致与恢弘的和

谐交融。 创作者李大成曾获中国工笔画

艺术最高奖———全国工笔画大展金奖，

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他不仅把有着华

美、丰满羽翼的“百鸟之王”孔雀画到了

极致， 也开拓着画面中对于生活实境的

再现、生命境界的营造。

此次展览是上海中国画院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所推出画师系列展的首展，

参展画师们以各自艺术探索的成果进行

相互交流，促进创作。 最近，上海中国画

院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围墙，取消近70

名专职、兼职画师的界限，为画院画师的

艺术创作和作品展示搭建平台, 不断扩

大主流国画创作队伍的影响力。

“徐悲鸿强调绘画应该‘致广大，尽

精微’。这是说一个画家既要能画鸿屏大

作，又要能画得细致入微。 ”李大成坦言

自己钟情工笔大画， 是受到老师喻继高

的影响。早在1990年代初，李大成就曾创

作历史题材工笔人物画 《大驾卤簿图》,

整整花去三年时间，画了3700多个人物。

1999年，李大成曾协助喻继高老师创作8

米长、3米高的巨幅工笔花鸟画 《苍松瑞

鹤沐朝晖》。“老师常说，画画的人胸怀要

博大。 有一种气度后，作品就显得大。 这

种大气不是指尺幅大、构图大，更重要的

是作品要有内涵，有内在的气势。 ”李大

成说。

在李大成的大画创作中， 画面每一

个局部、细节都格外讲究，任何一个位置

都用心经营， 即便是刻画一只鸟身上羽

毛的排序， 都有疏密关系等构图法则在

其中。他的大画既可以全画来看，也可以

局部推敲，不管画面怎样裁剪，都能作为

单独的画面呈现，颇有看头。

对大自然的感悟和对生命活力的讴

歌， 在李大成30多年工笔画创作历程中

渐渐清晰。 不论《红枫树下谁为伴》还是

《翠华清露》， 都体现出他对于充满生命

力的大自然真情描绘。 他很少沿袭松、

竹、梅、兰等传统文化花鸟题材，更不局

限于名贵花木、珍禽瑞兽，而是从观照生

命的角度捕捉自然的情态和意趣， 让人

们从观赏自然中感悟生命。 李大成也擅

长从寻常景物中发掘生活的美。不论《篱

影的故事》中栖息于瓜棚篱笆的野鸽子，

《歇晌》中温情相依的锦鸡，还是《荷塘清

趣》中嬉水啁鸣的水鸟，《秋雨润江南》中

千姿百态、聚散离合的群鸭，不论纷繁复

杂的花鸟画，还是神形兼备的人物画，他

都力图在三维空间的复现中， 撷取生活

小景，凸现平凡之中的美。有业内人士认

为，这样的工笔花鸟，是李大成带给都市

文化的一种惊喜。

关闭流量显示，

只是清醒自救第一步
王彦

昨天下午， 影视圈人被一条消息

刷屏： 某视频网站宣布关闭前台播放

量的显示。如果其他网站紧跟效法，这

意味着，所谓“爆款”的数据来源，从此

将成为不公开的内部资料。一时间，业

界几乎人人转发、拍手称快，甚至不乏

称之为“壮举”的声音。

站在播放平台的一家立场， 业界

有理由为他们点赞。 因为这家公司对

整顿流量数据造假满怀诚意。 就在一

周前， 他们刚把一家在自己地盘上刷

流量的“客户”告上法庭，并最终赢得

官司。圈内的有识之士同样认为，点击

量作为目前网络视听产业的核心衡量

指标，由平台方出手保护其不受污染、

安全真实， 是企业主动打假的可贵一

步。 毕竟，太多网络播放量动辄十亿、

上百亿，被调侃“七亿网民不够用”都

已成了老掉牙的指控， 网站的前台数

据已无“信誉”可言，遑论“美誉”。

但放眼整个产业， 单一平台的一

小步，尚不足以撼动整个航向。要真正

抵达那家公司声明里所标的理想彼

岸———“不唯点击量， 坚持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原则，坚

持以品质评价为核心导向”———仅一

家动真格还不够；斩断其中一环，还不

足以全面粉碎数据崇拜。

不妨追索一下假数据是如何步步

逼退真创作的。浅表地看，假数据裁剪

了一整套“皇帝的新装”：微博粉丝数、

热搜话题榜、IP估值榜、收视率、点击

率、评分榜、时尚指数榜……榜单层出

不穷，幻化出各种“影响力”左右资本

市场。 当数据崇拜与数据造假就此手

牵手，互相推波助澜，渐渐地，“互飙演

技”让位于“互飙数据”，只要露脸就能

有人捧场的“流量明星”应运而生；“数

据价值”掩盖了“内容价值”，粗制滥造

的产品一旦有流量背书就能变得无可

厚非；“市场迷信论” 逼退 “品质生命

线”，真正有思想有诚意的创作得不到

保驾护航，专攻“文化下三路”的产品

广受追捧， 市场眼看沦落至劣币驱逐

良币的境地。

可关键问题是，假数据一退场，就

能换得创作环境清气朗朗？ 恐怕前路

漫漫。

在近年来已习惯于“数据说话”的

资本市场，流传这样一句话：“不信数据

信什么？口碑也能造假，水军比比皆是。

相反，大家都造假的话，数据的相对值

还有参考价值。 ”令人发指的逻辑，却

为市场的一声叹息。一方面，为榜单而

生，为估值而服务，随后再以收视率、

点击率的形式“反哺”演员身价，这是

环环相扣的、 被资本裹挟的假数据链

条。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健康的资本没

有原罪， 真诚的资本比谁都希望拂去

泡沫，看见足金。

有编剧欢呼，这是“影视圈清白之

年的起点”， 但更应清醒认识的是：假

数据固然是行业毒瘤，假创作更是。假

数据在“裸泳”后固然人人厌弃，但低

俗、庸俗、媚俗的假创作更是拆烂行业

的帮凶。 只有真正把艺术品质视为生

命线，网络空间才可能风清气正，影视

产业才能真正健康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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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版《春之祭》将在沪全球首演
杨丽萍重新诠释现代舞经典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舞蹈艺术家

杨丽萍昨在沪宣布， 由其创作的现代舞

剧《春之祭》将于10月19日至21日亮相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该剧得到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和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

的共同委约， 并借由去年艺术节的演出

交易会平台， 与包括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在内的全球数十个演出商、 艺术机构达

成交易意向。 《春之祭》这部有着百年历

史的现代舞经典， 将首次经由中国舞蹈

家的演绎，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其

全球首演。

由舞蹈家尼金斯基携手作曲家斯特

拉文斯基创作的《春之祭》，于1913年在

巴黎首演。在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经历

了来自全世界各地、 不同时期编舞大师

的改编与重塑， 被视作现代舞的开山之

作。杨丽萍此次改编《春之祭》，一开始就

在舞蹈界引起了关注和热议。 有业内人

士认为，要以东方哲学、东方智慧、东方

审美来诠释西方经典，是相当大的挑战。

《春之祭》是杨丽萍与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第五次合作。 “我是白族人，喜

欢从土地里面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完

成作品。 守望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是我

的幸运。 这一次尽管是重新诠释世界经

典，与西方艺术对话，但我更希望用东方

美学去进行新的演绎， 把我们民族的魂

融入这个题材。 ”杨丽萍告诉记者，其实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她

所要做的就是以充分的民族自信、 文化

自信， 来为这一经历无数改编的经典作

品寻找独特的美学表达。 在去年第十九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春之祭》

以片段形式参与了演出交易会开幕推介

及“走出去”视频选拔推介。 杨丽萍在现

代舞蹈的基础之上， 融入了大量的民族

文化元素， 而杨丽萍的代表形象———孔

雀也将出现在剧中， 代表着涅槃重生的

希望。

除了杨丽萍的编舞外， 此次 《春之

祭》也吸引到一众海内外知名艺术家：美

术总监叶锦添、文学总监梁戈逻，以及来

自荷兰、意大利等地一众主创。而曾创作

过《阿姐鼓》《央金玛》的作曲家何训田也

参与其中。 他将在斯特拉文斯基原作的

基础上，对《春之祭》进行怎样的音乐创

新？ 这也是业界对作品的期待之一。

文化

“只有真实的女性才是理想女性”

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与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沪展开艺术对谈，

昨晚，她在沪出演音乐戏剧《生如夏花———致香颂女王芭芭拉》

“理想的女性从未存在，而真实的

女性永生。 ”日前，法国女星朱丽叶·比

诺什与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沪展开艺术

对谈。在回答观众提问时，从影近40年、

塑造过无数动人女性形象的比诺什以

诚恳的讲述， 博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每个女性的生命中都会有阳光，也有

阴霾。 只有真实的女性才是理想女性，

否则那只是一种构造、一种想象。 ”

电影 《新桥恋人》《英国病人》《浓

情巧克力》等都是朱丽叶·比诺什的代

表作，近年来，比诺什坚持在电影之外

进行更多的艺术探索。 她举办个人画

展，出版个人诗集和画册，走上伦敦和

纽约的戏剧舞台， 甚至在 “零舞蹈基

础”的情况下尝试出演阿库·汉姆的舞

剧。 昨晚，多才多艺的比诺什，与毕业

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文森

特·勒德姆一起，在舞台上诉说、弹奏、

吟唱法国香颂女王芭芭拉的心路历

程。 比诺什说：“在舞台和电影上的不

同游走，让自己的灵魂更加丰富。 ”

和观众一起创造“此时
此刻”的神圣

对谈现场，贾樟柯说，在北京电影

学院第一次看比诺什的表演就被迷住

了。 “《新桥恋人》 中的她在烟花里奔

跑，《红白蓝三部曲之蓝》 中的她不停

地磨着手指……这一幕幕令人难以忘

怀。 她一直用心带给观众情感细腻的

人物。 ”

1983年，19岁的朱丽叶·比诺什出

演了个人首部电影 《美丽的自由》，从

而进入演艺圈。 她凭借神秘出众的气

质和冷静的表演， 成为法国电影界乃

至国际影坛都公认的演技派。

她合作过无数的国际名导， 卡拉

克斯、侯孝贤、阿巴斯、基耶斯洛夫斯

基、是枝裕和……“卡拉克斯导演注意

细节， 阿巴斯的节奏创造了电影的真

实性，而亚洲导演观察生命、捕捉生命

的角度和欧洲导演确实是不一样的，

特别注重情感的表达， 他们会把生命

带到观众面前， 通过感官去设置出这

样的感觉。 ”从一名演员的角度，比诺

什认为，和导演一起去学习、去发现一

些新的东西令人惊喜， 这种感觉就像

一个孩子得到了心仪的礼物。

“演员是一个准备好的面团，等待

着厨师的雕琢。它最终能成为艺术品，

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成就的， 而是一

个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通过导演、通

过表演教练。”但同时，比诺什认为，导

演的话也并不是一言九鼎， 如果演员

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 是演不好的。

“如果我觉得这样不行，一定会跟导演

讲明白。 ”她说，“好的表演，一定有一

部分‘背叛’。 ”

纵观比诺什的表演履历， 几乎每

一年都有新作亮相。 现年54岁的她依

旧保持着窈窕而年轻的体态， 随时准

备好进入新片的拍摄。 要说美人最怕

迟暮，女演员一到40岁、50岁是否意味

着无戏可拍？ 这位片约不断、堪称“高

产” 的国际影星又是如何面对不安的

时刻的呢？

比诺什认为， 演员应该从自己身

上寻找角色的突破口，“比如， 可以主

动寻找自己喜欢的导演聊聊， 而不是

被动地等待着角色。 ”比诺什坦言，在

她40岁时曾遇到过一个“坎”，那时的

自己好像完全丧失了表演的兴趣，只

想做一名母亲。 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

持续了一年多， 中间也推掉了不少片

约，直到自己的心灵安静了下来。

表演的修炼，不止于拍摄电影。比

诺什一直坚持在电影之外尝试更多的

表演实践， 寻找更完整的自己。 2008

年，她开始与阿库·汉姆合作现代舞蹈

作品《我之深处》。 而在整个电影表演

生涯中，她也没有间断舞台表演。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998年伦敦出演

的 《裸露》 以及2000年在百老汇出演

《背叛》，后者被提名托尼奖。

“实际上， 我的梦想是舞台的艺

术，谁知电影把我抢去了。 ”比诺什笑

着说，她的父母都是从事舞台艺术的，

自己从小就十分向往舞台 ，“相比电

影，舞台更注重分享。有时会产生一种神

圣的寂静，和观众一起创造出了‘此时此

刻’的感觉，这和电影不一样，胶片是一

种技术的成果， 蒙太奇和节奏是把握在

导演手上的。 ”

独角戏与钢琴唯美融合，

香颂女王“再现舞台”

昨晚，比诺什与钢琴家文森特·勒德

姆的演出， 改编自法国传奇女歌手芭芭

拉未完成的自述体回忆录 《曾有一架黑

色的钢琴》，这部作品在芭芭拉去世后一

年的1997年问世。 因为姓氏都以字母B

开头，芭芭拉曾与雅克·布雷尔、乔治·布

拉森斯一起被称为“法国香颂3B”，是上

世纪60年代英美流行乐大举进入法国前

的最后一道“马其顿防线”。 她是第一位

将自身经历写入歌曲的女歌手， 她的经

典歌曲《黑鹰》曾在12小时内达到100万

的销量。

身材高大的芭芭拉吟唱的都是女人

最私密的话题———爱情、 死亡和孤独。

“每每坠入无底的深渊， 我总是挣扎着

爬起。 诚然， 生活让我体会了他的五味

杂陈……” 回忆录中， 这位歌手委婉而

诗意地诉说了她因家庭悲剧以及德国占

领巴黎时期的不幸遭遇而被剥夺的童

年， 在比利时做流浪艺人的时光和出道

时在巴黎诸多夜总会演出的岁月 ； 同

时， 她也讲述了整个职业生涯伴随着她

的美梦： 歌唱、 写作、 谱曲、 带着观众

一同登台， 以及她 “最美的爱情故事”。

“艺术把她的悲伤转换为美。 ”芭芭

拉的人生传奇打动了朱丽叶·比诺什 ，

“她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寻找爱，在寻找爱

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和谐。 她懂得如何将

生命中的阴暗变成光明， 黑色的丝绒变

为灿烂的阳光。 ”

比诺什与文森特·勒德姆以这些书

页为基础， 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与音乐二

者的视听结合。演出中，从耳熟能详到不

为人知的那些唱词与旋律相继浮现，触

及人们最敏感的神经。 为此，朱丽叶·比

诺什特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专攻声乐。

“勒德姆和制片人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

朗诵文本，甚至唱出来。 我知道，如果我

无法唱，就永远无法走近芭芭拉。 ”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熟悉的中国旋律，化为黑白键上灵动的音符
星期广播音乐会纪念著名作曲家王建中诞辰85周年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人

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旋律， 化为钢琴键

上灵动璀璨的音符。 为纪念著名作曲

家王建中诞辰 85 周年， “黑白键上

的中国旋律” 星期广播音乐会日前在

上海音乐厅举行。 担任钢琴演奏的王

鲁、朱昊冰，都曾深得王建中先生的教

诲，是王建中先生不同时期的爱徒。

这场音乐会集中展现了王建中

1958 年至 2012 年的钢琴作品。 《浏阳

河》《彩云追月》《百鸟朝凤》 等王建中

根据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及传统曲目

改编的钢琴曲，已经走向了世界。王建

中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学， 中国文人

情怀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 无论是改

编还是原创之作， 其钢琴曲具有深厚

的传统底蕴。舞台上，王建中的首部钢

琴改编作品《云南民歌五首》，以文学

为灵感的《蝶恋花》《梅花三弄》，以及

他的晚期作品《读红偶感》（“红”指《红

楼梦》）《随想曲》等一一奏响。

曾就读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

王鲁 ，被 《纽约时报 》评价为 “表演成

熟、优雅，完全超越了年龄，颇有大师

风范”。王鲁是王建中在上音附小收的

首位弟子。生长于军人家庭的王鲁，从

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并对中国

民族音乐怀有满腔热爱。“当我在外国

学习时， 每每听到具有中国元素的音

乐，常常触及思乡之情，激动落泪。”如

何用钢琴来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细腻丰

富的情感， 是王鲁学习钢琴以来经常

琢磨的一大课题。在学习过程中，他慢

慢领悟到， 真正能表达出中国人内在

情感的作品， 一定是充分融入中国文

化底蕴的， 王建中老师的钢琴曲无疑

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王老师一直对

我说，每个人都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音

乐创作和演奏的最终目的， 都应该是

为人民服务。 ”王建中对王鲁的教诲，

不仅体现在钢琴技艺传授上， 更在于

指导他成为合格的音乐家。 从向恩师

学琴起， 王建中就带着王鲁多次走入

社区，为普通市民普及音乐，这深深影响

了王鲁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 “在未

来，我希望多做些公益活动，把音乐送到

更多的普通人身边。 ”

朱昊冰则是王建中在上海音乐学院

收的 “关门弟子”。 她在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取得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后， 归国

致力于钢琴演奏和教育， 并在 2016 年

发行了 《彩云追月———朱昊冰演奏王建

中钢琴作品集》。 中美两地的学习经历，

让朱昊冰广泛接触了多元文化， 这也促

使她开始思考， 作为一个中国人， 该怎

样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文化身

份。 “在美国演奏和讲解中国钢琴作品

时 ， 我看到外国观众欣喜和陶醉的神

情， 倍感自豪。” 回国后的朱昊冰， 立

志在祖国大地上传承中国钢琴经典作

品， 不断探寻属于本民族的音乐。 在朱

昊冰的心里， 老师王建中德艺双馨、 治

学严谨、 为人谦虚、 处事低调。 “在艺

术理念上， 他特别讲求探究音乐本源、

讲究音乐色彩； 在创作过程中， 他始终

强调音乐的中国民族韵味； 在教学实践

中，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解音乐

背后的 ‘为什么’。” 眼下， 朱昊冰自己

也成为了一个钢琴老师， 在上海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她最感兴趣的

是， 像老师王建中一样， 对中国钢琴作

品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并致力于在教

学中弘扬中国钢琴经典， 让更多学生在

国内外的舞台奏响中国音乐。

音乐会还上演了丁善德、 桑桐和杨

立青等其他几位中国作曲家创作的 《儿

童组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山西民歌主

题钢琴曲选》等中国钢琴经典作品。值得

一提的是， 丁善德和桑桐是王建中的老

师，杨立青则是王建中的学生，他们四人

曾在不同时期， 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

长或副院长。 在同一场音乐会中展现这

几位作曲家的作品， 体现了上海音乐学

院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方面的传承。 上

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说：“王建中先生

是上音德高望重的前辈、真正的大家。他

在钢琴曲创作与教学上的成就与贡献，

还有待各界进行进一步研究与传播。 ”

文汇辣评

李大成《情系天地间》。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姜方

“黑白键上的中国旋律”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担任钢琴演奏的王鲁（右）、朱

昊冰都曾深得王建中先生的教诲，是王建中先生不同时期的爱徒。 应玥摄

昨 晚 ，

朱 丽 叶·比

诺什出演的

音 乐 戏 剧

《 生 如 夏

花———致 香

颂女王芭芭

拉 》 在沪上

演。 (上海大
剧院供图)

日前，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左图）与中国

导演贾樟柯（上图）在沪展开艺术对谈。 在回答观

众提问时，从影近40年、塑造过无数动人女性形象

的比诺什以诚恳的讲述，博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