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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与现实的交织、 爱情与

救赎的纠缠、神话与当下的交互，

这一恒古命题在这一版 《漂泊的

荷兰人》中有了全新的解读。日前

上演的《漂泊的荷兰人》由上海大

剧院、上海歌剧院联合制作，德国

埃尔福特剧院与上海歌剧院的艺

术家们联袂出演。 今年恰逢瓦格

纳诞辰205周年，上海以这部扛鼎

之作就此开启了纪念音乐巨匠理

查德·瓦格纳的盛大序幕。

理查德·瓦格纳写于1841年

的三幕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 》，

1843年在德累斯顿首演。 歌剧由

作曲家本人根据德国诗人海涅的

《施纳贝莱沃斯基的回忆》第七章

中有关幽灵船的中世纪传说改

编，并参考豪夫《幽灵船故事》和

《魔鬼日记》自撰脚本。 这部作品

被视为瓦格纳开始走向歌剧创作

成熟期的首部代表作， 亦是其向

自己所创立的“乐剧”“综合艺术”

迈出坚实的一步。 《漂泊的荷兰

人》 为典型的瓦格纳早期歌剧作

品，歌剧结构包含序曲、咏叹调、

重唱、分场等歌剧分曲惯用模式。

全剧充斥着阴郁迷幻的多重音乐

色调， 有着交响乐与人声完美贴

合的创作技法， 包含死亡与救赎

的深刻哲学命题， 爱情与命运交

织的双重戏剧主线。 该剧讲述的

是一位荷兰人因狂妄而得罪了魔

鬼，魔鬼罚其终生漂泊，七年方可

登陆一次。 只有寻得忠贞爱他的

女子， 才可打破魔咒。 又一个七

年， 荷兰人登陆后与女主角森塔

一见钟情， 森塔从小就梦想着自

己用忠贞的爱将荷兰人从魔咒中

解除。此时，森塔的旧情人埃里克

前来求婚， 并提醒她不要忘却誓

言。荷兰人闻言大失所望，沮丧地

起航驶向大海。森塔见船远去，悲

痛不已，投海而亡。

开场， 歌剧序曲瞬间乐队就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戏剧

情境， 序曲中鲜明的音乐主导动机预示了剧中关键人物

性格以及故事情节。 序曲由低音管与圆号奏出被诅咒的

荷兰人动机，高音弦乐的快速颤音隐喻着狂风大作，半音

阶演奏则为暴风雨来临前的波涛暗涌， 森塔抒情的主导

动机与荷兰人的动机相互交织、纠缠。埃尔福特剧院乐团

在指挥大师许忠的指挥棒下大放异彩，尤为值得称赞，此

次亦是其首次指挥瓦格纳作品亮相于上海大剧院。 许忠

对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有着其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层次清

晰分明的交响乐队以及旋律音色的精准拿捏足以证明其

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这部经典之作。

该场歌剧舞台呈现方式亦颇为新颖， 导演采用虚实

结合的舞台艺术表现方式， 营造出宏大且犹如史诗般壮

观的戏剧场面效果：阴森恐怖的巨型幽灵船、隐喻着欲望

与贪婪的水晶灯、 大幅投影幕布与高科技手段配以精准

的颜色调控、并结合气势恢宏磅礴的交响乐队，逼真地展

示出狂风暴雨中大海肆虐的宏伟景象， 使得观众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荷兰人内心的孤寂与漂泊的凄惶与绝望，以

及其最终与森塔经过纯爱救赎洗礼之后，一切苦难、动荡

烟消云散的平和与安详。

笔者认为当晚演唱最为出色的是森塔父亲的扮演者卡

卡博·沙维泽，其通透浑厚的男低音音色饱满自然，犹如美

酒般醇厚且毫无做作。 戏剧女高音森塔的扮演者卡特琳·阿

黛尔亦有不凡的表现，其高音极具爆发性与穿透力，将森塔

这一复杂女性的精神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瓦格纳曾说：“死亡，使得生活中所有的幸福就这样消

失。 起初的爱，也显得如此苍白，全都结束了，还能做些什

么？ 唯有直面死亡的恐惧才能产生重整和创建，我的戏剧

中阐述的核心观点正是如此。 ”这一晚的森塔并没有直接

投身于大海，而是选择了首尾呼应的方式（幕启时森塔坐

着凝望大海），缓慢地走向大海。 她的灵魂是那么单纯而高

洁，犹如天使般纯美、她又是那么平静而坦然，似乎大海才

是其最终归宿。 森塔的爱坚若磐石，从未动摇，为了爱与信

念甘愿奉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怎叫人不为之而动容。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探寻音乐剧市场多元化审美可能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上海试水”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日前在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完成了中国巡演首站22场演出。 尽管没有再现不久前《猫》

场场爆满的盛况，但业内人士认为，该剧此番“上海试水”最大

的意义，在于为音乐剧市场探寻了多元化审美的增长机会。

据悉，早在引进的消息传出时，《吉屋出租》就备受音乐剧

迷期待。近年中国音乐剧市场蓬勃发展，但引进原版音乐剧仍

以经典大制作为主。 《吉屋出租》曾打破百老汇被大制作垄断

的格局，并吸引大量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改变了以中年为主的

百老汇观众群体。

对于演出的票房成绩，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分析说，

当前业内仍在探索音乐剧的审美认同和市场容量。 每部引进

力作多少都自带“流量”，但票房大势仍取决于“沉默的大多

数”观众。 《吉屋出租》改编自歌剧《波西米亚人》，题材与流行

音乐的表现形式能引起共鸣，剧目质量并无硬伤，但共情程度

影响了口碑发酵速度。演出负责人也认为，《吉屋出租》作为没

有真正主角的群戏，线索庞杂、台词信息量大，首次观演可能

错漏信息，确实存在一定理解难度。该剧聚焦上世纪90年代纽

约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与当前国内观众的生活也有一定距离。

这提醒业界，演出之前应该更好地了解观众的期待和想象，并

为观众提供相关解读和背景信息，引导观众欣赏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女性为“主力军”的音乐剧观众中，男

性观众对该剧的喜爱已经“出人意料”，可以说，《吉屋出租》一

定程度上拓宽了音乐剧观众群体。此外，为致敬《吉屋出租》开

创的百老汇“Rush Tickets”传统，此次推出的团购票、设立“青

橙日”等优惠，降低了原版音乐剧的演出票价，吸引了不少观

众第一次走进剧场。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对普通观众需求和审美的探索中，引

进音乐剧票房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对场次数量的把

控。增加演出场次固然能降低单场演出成本，并扩大后续推广

的影响力；但场次过多也很难为市场消化。 《魔法坏女巫》《战

马》等口碑出众的剧作都因场次过多遭遇过上座不佳的窘境。

有剧迷反映， 该剧主演对歌曲的演绎与百老汇官方摄影

版本存在差异，影响了口碑。 对此费元洪表示，摄影录像诚然

是官方出品、“身经百战”的驻场经典，巡演版阵容很难与之媲

美，但现场效果也能带来不同的观剧体验。

重读八十年代，读出了什么
一批研究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图书集中出版，成文学界学术界关注热点

最近一段时间， 国内多家出版社不约而

同地推出了一批研究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

当代文学的图书。 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异常光辉璀璨的十年， 出现了

一批被称为中国文坛黄金一代的作家， 诞生

了许多足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而今天，当

我们回顾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坛，除了“重读八

十年代”之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他们亲历了许多重要时刻 ，

也具备用文字回应和解释历史的
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今年，就有上海文

艺出版社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信出版社

的 《重读八十年代 》、 上海书店出版社的

《“8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 》、中国社科院出版

社的 《激情的样式———20世纪80年代女性写

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终结与起

点———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等多部

研究和回顾1980年代文学的图书上市， 勾起

了文学爱好者对那个年代的阅读回忆。

的确， 今天大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中

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 比如贾平凹、 莫言、

路遥、 史铁生、 韩少功、 马原、 叶兆言、 王

安忆……基本都成名于1980年代。 他们写出

横跨数十年、人物众多、贯穿重大历史背景的

故事，把许多史诗性、全景观的中国图景徐徐

展开在读者眼前， 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高峰。 而他们在1980年代开启的

各种文学探索，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坛。作家陈

村如此评价：“孕育了纷繁各异的文学作品和

言之有物的文学批评， 老中青几代作家均有

杰作和优秀代表。 ”

为何中国当代文学会在1980年代爆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早在十多年

前就开设了“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博士生

工作坊， 一直在梳理那个年代中国文学的全

景样貌。在他看来，那一批作家亲历过许多重

要历史时刻， 特别是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背

景，赋予了他们广阔的创作天地，而他们也具

备用文字回应和解释历史及生活的能力。

八十年代文学成就是伟大
的，但也不能过于渲染美化

《一个人的文学史》的作者，是《收获》杂

志主编程永新。 他在书中收入了自己当年与

王朔、苏童、马原等作家往来书信，让文学爱

好者了解到1980年代的文学圈子原来是这个

样子，称得上是一本“私人文学史”。

回顾起当时的文坛， 程永新很有感触：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今天那么多的娱

乐活动，全社会对文学的热情是空前的。 ”在

程永新看来，那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没有

更多的选择，所以从文学评论界到读者，都对文

学高度虔诚和认真。 “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那确实是一个文学很美好的年代， 但是这与当

时的社会形态有关系。进入九十年代后，大家的

选择多了，电视、电影乃至网络等出现，人们分

配在文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少了， 文学的地位也

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

正因为如此， 程永新认为一方面应该肯定

当时的文学创作成就，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

于渲染美化它， 否则有可能会变相降低对1990

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的认可度。 他以先锋文学

举例， 先锋文学的实质是中国作家向世界其他

国家的优秀文学写作学习的过程，1980年代，随

着略萨、加缪、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一批外

国作家的作品被引进出版， 许多中国作家意识

到“小说原来还可以那样写”。 先锋文学的代表

人物之一马原就曾经在演讲中表示， 那些作品

使他意识到如果文学只是说故事， 那读者会觉

得没意思，所以他研究如何讲故事。 程永新说，

当时人们把这批向现代主义学习、吸纳、模仿、

借鉴的文学作品称为先锋文学， 后来大家都不

用这个名词了， 但中国作家对世界优秀文学学

习的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你能说那个年代有

先锋文学，后来就不先锋了吗？ 我看不是的。 ”

在程光炜看来，198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文

学而言无疑是一座丰富的矿藏， 值得学术界评

论界深入挖掘。同时他也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可

以将其“历史化”的程度，随着对这个时期文学

成就的研究日益深化， 我们看待它的态度会逐

渐从感性走向理性， 从而梳理出对于当下及未

来的中国文学更具价值的内容。

这一波古代书画热，由热播影视剧开启
《如懿传》中，皇太后座位后方的画大

有来头，竟然出自宋徽宗的《瑞鹤图》；《延

禧攻略》中，皇上为了哄璎珞开心，忍痛割

爱，将自己珍藏已久的赵孟頫的《鹊华秋色

图》赏赐给她……

最近热播的两部清宫影视剧中， 不约

而同出现了多幅中国古代书画的身影。 剧

中藏着的这些书画梗， 引发观众探知与解

读的强烈兴趣， 不期开启了新一波古代书

画热。在专家学者看来，随着国产古装剧步

入美学新时代， 形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次颇具价值的传播。

一批经典书画作品借热播
影视剧“翻红”

影视剧埋下书画梗并不鲜见。 早在十

几年前的 《铁齿铜牙纪晓岚》 系列电视剧

中， 乾隆常常在名书画上盖章的癖好就被

调侃过不止一次， 剧中也多次出现书画道

具，尽管未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名作。而

最近， 随着国产古装剧在制作上越来越精

致，小到服饰、礼仪、道具，大到置景、色调、

构图， 全方位展现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

中， 已然渗透至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书画作

品在剧中频繁“出镜”，并且不少是有史可

考的名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陆机的《平复帖》到王羲之的《快雪时

晴帖》，从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到赵孟頫

的《鹊华秋色图》，据不完全统计，不下六组

书画名迹于《延禧攻略》中“露脸”。比如剧中

第16集，高贵妃向乾隆进献了一幅王羲之的

《快雪时晴帖》，皇上顿时大悦。 这幅作品在

乾隆的生命中， 的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许静透露，正因

为得到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

秋帖》、王珣《伯远帖》这三件稀世珍宝，1747

年乾隆下令将紫禁城养心殿内西侧一间八

平方米的雅室赐名为“三希堂”，其中被乾

隆视为“三希”之首的，正是《快雪时晴帖》。

此后，小小的“三希堂”可谓乾隆品鉴生活

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他不仅品茗鉴古，也在

历代书画名迹上留下累累的印迹， 还曾命

人编刻大型法书丛帖《三希堂法帖》。

再看《如懿传》，第九集中的一幕场景

带火了一幅画。那是新年伊始，皇帝携后宫

嫔妃到慈宁宫给皇太后请安， 太后座位后

方出现了一幅格外醒目的画———宋徽宗的

《瑞鹤图》。 如此置景，当是片方的杜撰，但

同时又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瑞鹤图》确为

清宫旧藏，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等玺，备受

诸帝珍爱，它在乾隆剧中的“串场”并不唐

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国

画家邵仄炯介绍说， 这一名画蕴含的祥瑞

气象正是古代帝王们孜孜以求的。 北宋政

和二年正月十六日， 都城汴京的宣德门上

空，飞来了一群仙鹤，它们鸣叫飞翔，盘旋

在宫殿的上空。 这一景象引得皇城的宫人

与行路的百姓纷纷抬头仰望， 天空中的群

鹤久久盘旋， 最后缓缓向西北方飞去。 当

时， 宋徽宗也看到了这壮观景象， 兴奋不

已，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国运昌盛、百姓

安居乐业的好兆头， 于是回宫将这一幕难

得一见的精彩景象画成了《瑞鹤图》。 而来

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在《如懿传》中

的现身，也让很多观众兴致勃勃地“追踪”

起这号人物的来头， 由此识得他那些熔中

西画法为一炉的“新体画”。

影视剧与艺术名作以文化
审美传播互相成就

针对近期热播影视剧中涉及古代书画

的那些桥段， 尽管细心的观众从中揪出了不

少小错误，也有专业人士提醒，不可将此当成

获取艺术知识的正道，然而在更多的人看来，

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美

学，依然不失为有价值的尝试。

“从前人们看电视剧，更多的是关心故事

情节好不好看，有没有喜欢的偶像明星。如今

除了这些，人们还渐渐关心起别的方面，比如

它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审美。 ”传播学博士后、

上海理工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青年教师杨柳

分析说， 目前电视剧的传播环境已经进入社

群经济时代，由于文化产品数量激增，供大于

求，影视剧只用一个点很难抓住观众，受众对

于文化消费的交易互动更容易建立在一种价

值认同的前提下。观众也从认同故事情节、认

同IP价值、认同偶像作品，逐步走向认同作品

的审美价值。她颇为认可时下热播的《延禧攻

略》《如懿传》 等电视剧将审美传播视为独特

的特点与卖点，在她看来，对传统文化审美的

传播已经成为近年来传播领域的热点， 像是

《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传统文化综艺

类节目取得空前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特定概念得到普及， 都无疑为影视剧的文化

审美传播打下基础。“《延禧攻略》《如懿传》以

剧中书画作品为出发点， 可以借此将其背后

的故事一一戳破，生动而鲜活，既能满足受众

对历史情节、人物的好奇心，也能收获美的体

验。 而通过社交平台将这些审美元素进行传

播，更能激发受众的主体审美意识，达到很好

的引导效果。 ”

《鹊华秋色图》即将亮相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为一幅 “明星” 作品， 将于下月登

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国宝再现———书画
菁华特展” 格外引人关注。 这幅作品便是
电视剧 《延禧攻略》 中的重要道具———赵
孟頫 《鹊华秋色图》。 剧中， 纯贵妃曾向
乾隆讨要过这幅作品， 乾隆没舍得给。 没
过多久， 乾隆却为了讨女主角魏璎珞的欢
心， 主动送上此图。 不想， 它却又被璎珞
转手送给了太后。

《鹊华秋色图》确为国宝级古画。 这是
一幅文人画风式青绿设色山水， 描绘的是

济南北郊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的风景。 画
面上，两处山峰耸立于辽阔的江水沼泽地，

其中右方尖峭的山峰是华不注山， 左方圆
平顶的是鹊山。只见山峰以花青杂以石青，

呈深蓝色，与州渚、树叶深浅不一的青色形
成同色调的变化；而屋顶、树干、树叶则以
红、黄、赭色加以点缀。 1295 年，赵孟頫回
到故乡浙江为好友周密画下这幅 《鹊华秋
色图》。周密原籍山东，却从未到过山东。而
赵孟頫曾在山东任职多年， 便以这幅图相
赠，解友人思乡之苦。

这幅作品画心的宽度不足一米 ， 今天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画卷却宽近五米 ， 画心
以外 ， 全是题跋钤印 。 有统计显示 ， 仅乾
隆就在这幅图卷上留下题跋九则， 印章 26

个 ， 其中 ， 御笔题写的 “鹊华秋色 ” 这四
个大字就几与画心等大 。 然而 ， 相传也是
因为乾隆 ， 这幅名画曾被打入冷宫 ， 险些
付之一炬 。 乾隆对于此画如此之大的情绪
波动 ， 竟然来自富察皇后 。 据历史记载 ，

乾隆与富察皇后曾东巡途经济南 ， 游历大
明湖 ， 在此地赏景品画散心 。 当时 ， 乾隆
登上城楼看着远处的鹊山和华不注山 ， 不
禁从 “鹊华桥 ” 想到 “鹊桥 ”。 伤感的是 ，

不久后 ， 富察皇后在途中因病而崩 。 乾隆
害怕触景生情， 于是将这幅 《鹊华秋色图》

贴上封条， 不忍再看。

相关链接

▲现身 《延禧攻略》 的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摹本局部）。

▲现身 《延禧攻略 》 的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 》

（局部）。

▼现身 《如懿传》 的宋徽宗 《瑞鹤图》 （局部）。

（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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