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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也步入第 20 个年头。

毫无疑问， 艺术节应改革开放而生。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其文化艺术界也期待着一个
舞台，张开双臂拥抱国内外一流经典和大
师名团 ， 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开拓演艺市
场、满足人民对文化艺术的需要。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
说， 从初创时单纯的演艺平台到如今成为
集委约创作、艺术教育、扶植人才、演出交
易于一身的文化旗舰品牌， 离不开改革开
放背景下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一系列文化利
好政策；离不开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 文化广场等综合性演艺地标， 在这
20 年间次第绽放在城市文化地图之上。

20 与 40 这两个数字，见证的不仅是
艺术节作为上海文化品牌被不断擦亮的
历程，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艺术续写昔日盛
景，映照当代眼界的生动注脚。

翻开艺术节的时光相簿， 老观众

的眼光一定会在 1999 年首届艺术节闭

幕演出 《茶花女》 之上停留良久———

“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 杯中的美

酒使人心醉”， 耳熟能详的 《祝酒歌》

旋律响起， 这是男主角阿尔弗雷多与

“茶花女” 薇奥列塔爱情的前奏， 在华

裔歌唱家莫华伦与 “救场” 女高音歌唱

家张立平的深情演绎下， 也成为那一届

艺术节圆满的尾声。

之所以难忘，因为这是英国皇家歌

剧院这座世界顶尖歌剧院在上海的首

秀，也是剧院重新编排这出经典后以原

版形式在中国的首演。 与知名艺术家、

团队一同漂洋过海而来的， 还有原版歌

剧豪华的布景、服装和道具。在与上海歌

剧院和上海交响乐团近一个月的排练

后，这部歌剧成为上海观众对歌剧“初印

象”中的一个精彩印记。 以《茶花女》来

说， 此后艺术节还在虹口北外滩推出了

一场户外景观版歌剧《茶花女》。 而在今

年，巴黎北方剧院又将带来这一经典，极

简编制加上精简的布景， 呈现当代艺术

家对经典的不同诠释。

国际性、经典性是从艺术节孕育之

时就确立的定位。 首届艺术节舞台上，

还有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带

来的《天鹅湖》、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

乐会、意大利十大男高音的音乐会……

超一流的演出在一个月间吸引 24 万观

众走入剧场。

24万，这个数字还不足以形容国内

观众对西方经典的渴求。 第二届艺术节

开幕， 由中外艺术家合作的大型景观歌

剧《阿依达》在可容纳八万人的上海体育

场上演。威尔第一生追求恢弘与磅礴，可

恐怕就连他也无法想象体育馆响起 《阿

依达》是怎样一种震撼：近 5300 平方米

的舞台；2000 多位演员，象、狮、虎、马齐

齐上阵还原作品里的异域风情……

2005 年， 柏林爱乐在艺术节平台

首度造访上海， 以两场演出和丰富的

曲目让古典乐迷沸腾， 观演人群中不

乏陈燮阳等国内名家， 彼时感慨着不

听很可能再也听不到的乐迷很难想

到，这支名团时隔 12 年又一次回到艺

术节的舞台。

20年的市场培育，让西方一流名团

与经典歌剧再不是“稀有品种”。 指挥家

祖宾·梅塔、夏尔·迪图瓦、艾森·巴赫，悉

数携名团而来； 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

蕾舞团、瑞士贝嘉洛桑芭蕾舞团、澳大利

亚芭蕾舞团都奉上代表名作……

如今的艺术节可以自信笃定地

说———大师名团经典名作，能来的几乎

都来过了！

梳理艺术节 20 年的开闭幕演出会

发现，大多是一中一西的配置。 引进西

方经典的同时，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具

有当代创新意识的中国原创作品也在

艺术节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

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命运几经跌

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缩影。

2007年上海昆剧团四本昆曲 《长生殿》

连演 12场创下当时艺术节的场次纪录，

而作为蔡正仁的学生，当年参演过《长生

殿》 的张军不仅在艺术节与谭盾合作完

成园林版《牡丹亭》、唱响新作《春江花月

夜》，更借由艺术节的平台，带着具有实

验意味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去往

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演出。张军回顾自

己十余年参与艺术节从传承到创新的

历程感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进一步繁

荣兴盛，恰恰离不开艺术节这个平台所

能带来的国际视野与当代审美碰撞。

上海本土、乃至全国操持着国际语

言的院团、艺术家也在这个平台不断成

长、磨砺并走向世界。从《梁山伯与祝英

台》到《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再

到《长恨歌》，近年的开闭幕演出，上海

芭蕾舞团一个院团就贡献了自己的三

部原创作品， 而眼下正在加紧创排的

《闪闪的红星》也将在本届艺术节首演。

谭盾、 杨丽萍去年接受委约邀请，

将在今年的艺术节完成最新作品 《九

歌 》和 《春之祭 》的世界首演 。 原因无

他———艺术节不仅用追光灯持续照亮

他们的艺术求索，也把交响音乐诗《女

书》、舞剧《十面埋伏》送上世界剧场舞

台，赢得国际瞩目。

而一批青年艺术家也在这里获得

观众认可，一步步成长为当今艺坛的中

坚力量。 1999 年，带着话剧《生死场》参

演首届艺术节的青年导演田沁鑫，曾担

心这部根据萧红小说改编的东北往事

无法赢得南方观众的心。 没有想到的

是， 上海的观众不仅为之深深打动，之

后多年，从《青蛇》到《山楂树之恋》，从

《四世同堂》到《狂飙》，无论是经典改编

还是发展创新，她的几乎每一部重要作

品都在艺术节一经亮相便一票难求。

观众的慧眼是艺术家大胆追求艺

术理想的底气，而走过 20年的艺术节坚

持为一流经典搭台， 联通人民大众培育

市场，或许也正是改革开放 40年来不断

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所积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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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祝酒歌”为艺术节响起
英国皇家歌剧院歌剧 《茶花女》

（1999）

第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英

国皇家歌剧院与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

剧院合作演出的《茶花女》中落下帷幕。

经过近一个月的排演，英国皇家歌剧院、

上海歌剧院、 上海交响乐团的多国艺术

家奉献了该剧原文演唱的中国首演。

值得一提的是， 首晚演出是旅加

女高音歌唱家张立平紧急“救场”，代替

了由于身体不适而退出的玛丽亚·斯

巴卡尼娅出演“茶花女”。 尽管没有从

容的排练，她却与华裔歌唱家莫华伦、

扮演阿尔弗雷德之父阿芒的保罗·考

尼一众艺术家合作无间， 让上海观众

领略了经典歌剧的魅力和顶级剧院的

精彩演绎。

此曲只应天上有
柏林爱乐乐团的上海首秀（2005）

作为有着百余年历史的世界十大

交响乐名团之一， 柏林爱乐乐团经由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平台，在 2005

年终于在上海完成首秀。 在著名指挥

家西蒙·拉特尔的执棒下，两场音乐会

先后上演柏辽兹《海盗》序曲、拉威尔

《鹅妈妈组曲》、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海顿的《D 大调交响曲》、托马斯·阿迪

斯的现代作品《避难所》等作品，吸引

乐迷连看两场。 上海乐迷到底“懂经”，

演出谢幕时长达十分钟的欢呼与掌声，

也点燃了这支交响王牌军的激情。乐团

特别为这座“令人惊艳的城市”加演了

西贝柳斯的《鹤之梦幻》。音乐家们精彩

绝伦的演绎和拉特尔激情四射的指挥

为艺术节留下难以磨灭的一笔。

这是昆曲史上的圆梦时刻
上海昆剧团《长生殿》（2007）

2007 年 11 月 4 日，上海昆剧团推

出的昆剧全本《长生殿》，用 12 场演出

创下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场次的最高纪录。 这部经典的当代重

述，同样成为镌刻在昆曲史上的“高光

时刻”，32 场演出累计票房 107 万元，

写下了中国昆剧演出史的最新纪录。

《长生殿》与《牡丹亭》堪称昆曲花

园的“双葩”。蔡正仁、张静娴等老艺术

家在承继传统折子戏的基础上， 共纳

入原著 43 出，恢复、捏合后以四本 36

折的面貌问世。艺术节演出期间，兰心

大戏院特别为演出挂上了“长生殿”的

匾额，外墙大门都被喜气洋洋的“中国

红”包裹着。 不管是当时 90 高龄的电

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 还是首尝中国

戏曲的外国游客， 都为这悠扬的水磨

调与凄美的李唐爱情故事而迷醉。

为世博留下艺术的缤纷底色
上海芭蕾舞团时尚原创芭蕾舞剧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2010）

一贯在金秋十月举办的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 2010 年提

前至 9 月 27 日举办，并以“炫动

世博，舞动上海”为主题，为的是

融入世博会展期，以丰富的名团

名家演出为世博留下艺术的缤

纷———园内园外流光溢彩，交相

辉映。

开幕当晚，上海芭蕾舞团联

手皮尔·卡丹联合制作原创芭蕾

舞剧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

命》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国际化

的班底保证了作品的艺术水准，

也增添时尚气质 ：88 岁的时装

大师皮尔·卡丹亲自操刀， 为剧

中人物设计服饰；巴黎歌剧院芭

蕾舞团明星演员约瑟·马丁内兹

担任编导；而曾为《欲望都市》等

美剧谱乐的作曲家丹尼尔·沃克

担当作曲。

绚丽的舞台上 ， 上芭的明

星舞者用足尖为观众讲述一个

在欧亚大陆流传千百年的奇异

故事。

那些艺术节的高光时刻

汤沐海：我的名字有
“九点水”，这注定我的生
命与故乡上海紧紧相连

我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过多

次合作。 2012 年第 14 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我执棒上海爱乐乐团举行陈其

钢作品音乐会；时隔两年，我又在 2014

年艺术节开幕演出歌剧 《一江春水》中

担任指挥。 同年闭幕演出交响芭蕾《贝

多芬第九交响曲》， 海外指挥家因故无

法参演，我虽身在大洋彼岸，听说这一

消息，调整了自己的海外演出 ，为艺术

节“救场”。 去年 2 月，我成为了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首位驻节指挥家。 履新几

天后，我就赶往呼和浩特，执棒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演出艺术节的

委约作品《启航》。

这不单是因为和艺术节积累的缘

分，更是因为上海是我的故乡。 我的名

字有“九点水”，这注定我的生命与故乡

上海紧紧相连。 为家乡的艺术事业做一

点贡献，我义不容辞。 作为一个职业指

挥家，首先要诚恳地向西方古典的精华

学习。 而现在，是时候把我们从西方音

乐中得到的精华灌注到中国的音乐事

业发展之中。

田沁鑫：艺术节给了
当年那个没有名气的小
导演一个大大的舞台

我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老朋

友，也让我真正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

的观众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届艺术节我

就带着第一部自编自导的话剧 《生死

场》来到上海参演，而这也是我进入中

央实验话剧院，也就是现在中国国家话

剧院前身之后， 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于

我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在《生死场》的演出之后，我与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合作越发紧密 ，

《狂飙》《青蛇》《山楂树之恋》等 10 余部

作品先后登上艺术节的舞台。 很感谢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我第一次来的

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导演。 借

由这个平台，让我的戏剧频繁地在上海

上演，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可以说这

20 年来我与艺术节共同成长。

如今我也成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扶青计划”的导师，就是希望帮助青

年艺术家能够像我当年一样，在这个平

台展现自己对艺术的认识，被观众和戏

剧界人士认可。

谭元元：每一次回家
演出，我都要求自己拿出
150%的能力

第一次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结

缘，是在 2007 年艺术节走到第九届时。

次年正好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 30 周

年，我参与闭幕演出中日合作芭蕾舞剧

《鹊桥》。 那时，我作为美国旧金山芭蕾

舞团首席演员，在剧中出演织女。 牛郎

织女是中日两国人民都比较熟悉的民

间传说， 中日艺术家合作的这部作品，

为两国人民架起一座芭蕾之桥。

此后，我多次随所在舞团来到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与上海的观众

见面。 在第 18 届艺术节上，作为艺术总

监兼主演，我邀请国际一流舞者 ，为观

众带来一台精品汇演《谭元元和她的朋

友们》。 而参演这场精品汇演的舞者朋

友虽然排练时“抱怨”我给他们出难题，

但在舞台上也跳得很尽兴。 这让我很感

动，也是我在艺术节推出这台演出的初

衷———希望我的芭蕾界朋友能够更了

解中国，更了解我的故乡上海；进而，能

够把这些芭蕾明星对舞蹈的热爱传递

到上海跳舞的孩子们身上、传递到喜欢

芭蕾的观众身上。

对我而言，每一次在上海演出，就是

回家演出。 我每次在台上都是 120%的付

出，可在上海，一想到培养我的老师、伴

我成长的朋友、同学都会来看我的演出，

我就要求自己拿出 150%的能力。

艺术节 20年，这些老朋友又“回家”了

大师名团悉数来沪，映照中国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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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即将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纽约

城市芭蕾舞团 《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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