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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访沪留下的唯一亲笔墨迹首次公开
写于 1922 年除夕，同一本留言本中还有泰戈尔、尤金·奥尼尔、赵少昂等中外名家的笔迹

今年是爱因斯坦 140 周年诞辰。上

世纪 20 年代，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曾经

两次造访上海。 近日，迄今发现的唯一

一件爱因斯坦当年访问上海的亲笔墨

迹，首次亮相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行的

“启初·天才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异

想世界”特展，引起学界关注。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这一亲笔墨

迹是写在一本留言本上的，透露出他对

科学发展不易的看法，留言本的主人是

长期旅居上海的犹太人特里萨·伦纳夫

妇。 令人意外的是，该留言本共包含了

79 页的名人签名 、题词 、中国画 、水彩

画甚至乐谱，时间跨度长达 50 多年。爱

因斯坦只是群星熠熠的名字中的一个，

泰戈尔、尤金·奥尼尔，以及近代中国书

画家赵少昂、符铁年等中西方著名人士

都在其中留下了亲笔留言。 昨天，主办

方特意为这一重量级展品举办学术研

讨会。 与会专家表示，这一珍贵文献的

发现，不仅为“爱因斯坦与上海”“犹太

人在上海”等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

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对上海近代史乃至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

量的价值。

诸多名人在同一本
留言本留有与上海相关
的墨迹，前所未有

上海是爱因斯坦唯一到访过的中

国内地城市。 当年，在一艘香港开往上

海的邮轮上，爱因斯坦收到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电报。 由此可见，这位伟大

科学家与上海的缘分可见一斑。

此次发现的德文亲笔墨迹写于

1922 年除夕夜， 是爱因斯坦途经上海

时， 为当时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特里

萨·伦纳所写， 字里行间表露了其对科

学发展不易的无奈：“人类智慧花朵的

绽放的确受到了严重限制。贫穷导致人

民生活水平低下，而富有又导致人民内

心空虚：严寒的天气使人沉郁，而炎炎

烈日又会使人骄奢淫逸、昏昏欲睡。 这

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使知识的花

朵始终保持盛开的根本原因，也是能够

解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像是历史海

洋中的一片小岛的直接答案。 ”

据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犹太研

究中心主任潘光考证，伦纳夫妇在上海

生活了 30 年， 他们住的地方位于现在

的东湖宾馆区域，这与“爱因斯坦到上

海时住在东湖路一个犹太人家里”的史

料记载，是相符的。 “以往研究‘犹太人

在上海’，重点聚焦犹太难民，而这一留

言本，为还原犹太上流社会生活情景打

开了全新的思路。 ”潘光透露，在上海期

间， 爱因斯坦在犹太社团做了一个报

告，而且在住的地方举行过两次聚会。

“这本留言册意义非常大，可以说

是无价之宝。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研究员、爱因斯坦著作《我的世界观》

中文译者方在庆这样评价。 据初步梳

理， 在该留言本留下墨迹的名人中，仅

诺奖得主就有三位， 除了爱因斯坦，还

有世界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

表作家尤金·奥尼尔以及印度诗人、哲

学家泰戈尔。三位诺奖获得者在同一本

留言本留有与上海相关的亲笔墨迹，前

所未有。

众多中外名流之间
究竟什么关系？诸多谜团
有待破解

留言本上奥尼尔的亲笔留言可能

是现存的他访沪的唯一实物证明。据方

在庆介绍，留言本的主人伦纳是一个非

常成功的医生，为很多名流治过病。 奥

尼尔有一段时间因为酗酒身体非常糟糕，

专门来接受伦纳的治疗。

而泰戈尔，在留言本上用孟加拉文写

下了一段文字，具体内容有待研究。 希伯

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库特别顾问阿维·穆

勒透露，根据现有馆藏，爱因斯坦曾写过

20 封信给泰戈尔， 泰戈尔回过 30 封信。

在这些信件中， 双方深入探讨东西方文

化，话题涉及物理、音乐等多个领域，彼此

很信任对方。然而，此次留言本上的墨迹，

是他们档案库所没有的。

“有爱因斯坦 、奥尼尔 、泰戈尔的留

言，我还是能想象的，但里面居然还有符

铁年、 赵少昂等中国近代书画家的墨迹，

甚至胡兰成也在这本留言册上的留言。 ”

让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不解的是，能

够在一个本子上留下了墨迹，这些中外名

流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认为这

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还原他们在

上海生活的经历，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

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

记者获悉，该留言册曾随着伦纳夫妇

的行程被带往欧洲和美国， 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伦纳夫人逝世后才进入拍场 ，几

经辗转， 它如今被一位上海藏家收藏，此

前从未对公众展示过。 对它的研讨，也为

爱因斯坦特展的上海之行划上圆满句号。

■本报记者 李 婷

舞台新科技会颠覆表演艺术吗？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论坛聚焦 “艺术与科技” 的关系———

虚拟角色 、 模拟场景 、 多角度表

演……新技术正在刷新人们对舞台呈

现的印象，随着虚拟现实 （VR）、增强现

实 （AR）、混合现实 （MR）技术手段越发

呈现出和艺术融合的趋势， 科技的深度

介入会对舞台表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昨天举行的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艺术与科技论坛”上，与会者提醒，新

技术能丰富创作手段激发艺术家的灵

感，也能给舞台带来新的体验，但是不能

滥用“技术好奇心”，使用技术必须服从

戏剧自身的审美和表达规律。

舞台需要技术带来新体
验，但别只强调“技术好奇心”

新科技带来了表演艺术发展的新趋

势，在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特设

展区、项目创投会，艺术与科技论坛都成

了技术派的“秀场”。

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研发团队和程

序艺术家纷纷拿出最新产品， 其中不乏

画面酷炫的 VR 影像， 也有强化互动体

验的浸入式 VR 产品。 演艺项目创投会

上， 法国 DV 剧团的线下多人 VR 互动

体验 《黑色迷宫》、 芬兰虚拟马戏团的

AR+VR 体验《超感官：虚拟马戏村》等让

人眼前一亮； 艺术节交易会现场，“VR+

表演艺术”展区里，高清 8KVR 呈现的现

代舞《留给未来的残影》，VR“预体验”版

沉浸式戏剧《爱丽丝冒险奇遇记》等也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

毋庸置疑，VR、AR 等技术正带来表

演艺术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但业内人士

也提醒，一味追求新技术，甚至将技术当

成艺术作品的卖点，反而容易踏入“技术

陷阱”。

英国好奇指令剧团 CEO 杰克·洛导

演的《蛙人》结合了 VR 技术与戏剧，在

墨尔本艺术节、 挪威卑尔根艺术节上受

到关注。 新作《空中盛宴》则采用 AR 技

术与实物相结合， 作品由英国国家话剧

院沉浸式叙事工作室委约创作。 尽管多

次在作品中探索新锐技术的融合， 但杰

克·洛提醒创作者必须关注艺术本体，不

要被新技术“花”了眼。“技术只不过是艺

术家手中众多的工具之一， 表演艺术

创作中最关键的还是讲一个好故事，

带动一种情绪。 ”

面对技术的快速刷新， 艺术家需

要有创作“定力”。“2000年我们热烈讨

论‘多媒体’，但现在这些技术已经淡

出话题中心。”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

联合艺术总监吉迪恩·奥巴扎内克认

为，单纯以技术来定义内容失之偏颇，

因为每一项新技术都有 “炒作周期”。

技术一旦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 它的

发展很容易进入低谷期， 这时候你的艺

术表现又该何去何从？吉迪恩·奥巴扎内

克透露，澳大利亚一项投资150万美元的

新技术项目最近被迫搁浅， 因为专家评

估它无法如预期那样展现出城市真实的

一面。“普通观众并不在乎作品中采用了

什么技术，他们更在乎的是艺术体验，并

通过作品与艺术家拉紧一道联结情感的

锁链。 ”有学者提醒创作者，不要滥用观

众的“技术好奇心”，如果不能在观众体

验上做好文章，那么必将自食苦果。

技术尚不成熟，反而给艺
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新技术融入表演艺术的道路并非鲜

花满地，也有荆棘与杂草。在昨天的论坛

上，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提

到几次“不愉快”的 VR 体验，称其有种

坐“过山车”的感觉，引起身体不适。他坦

承， 目前大场景 VR 技术仍处在游戏领

域的探索中， 表演艺术方面投入的资本

和人才还很匮乏，很难达成商业闭环，更

谈不上大规模应用。

业内人士指出， 艺术家和技术团队

不必急于开发终端， 而应重视虚拟科技

在现实物理空间中的运用， 使之成为观

众在特定空间里体验交互性的良好载

体。 “新技术研发日新月异，新专业名词

层出不穷，AR、VR、MR 等等公众经常混

淆 ，业界也不得不用 ‘X’来概括现有或

未来将出现的技术手段 ，但 ‘R’（现实 ）

才是最重要的核心。 ”费俊认为，表演艺

术结合技术的最终目的， 并不是让人们

躺在椅子上与世界互动， 而是让人们回

归到现实世界。

前不久， 孟京辉导演的浸没式戏剧

《成都偷心》上演，尝试了新技术在剧场

中的实际应用。 8600 平方米的剧场被分

隔成 168 个演出空间，融合了表演艺术、

空间视觉艺术、声音艺术、摄影艺术、多

媒体影像、音乐、现代舞蹈等多种艺术形

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王之纲参

与设计，他介绍了这台戏剧创作的过程。

“戏剧导演会有常规或者传统的叙事方

式，新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创作灵感，但

必须服从他对戏剧表达的总体观念。 ”他

认为，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有一个渐进的

过程， 艺术家不应坐等新技术的降临。

“在一项项技术定型成熟之前，艺术家反

而拥有更多的空间，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地在作品中尝试融入各种技术， 呈现出

多元化的创作成果。 ”

■本报记者 宣 晶

荨 赵少昂书画作品留言页。

▲ 爱因斯坦亲笔留言页。

荨 泰戈尔亲笔留言页。

（均主办方供图）

他在这场音乐会上同时担任指挥与独奏
著名小提琴家祖克曼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献演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姜方） 自己指挥自己演奏

是什么样子？ 作为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参演节目， 著名小提琴家祖克曼 20 日晚

执棒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交响乐团 ， 带来贝多

芬、 莫扎特和埃尔加的作品， 有意思的祖克曼

在莫扎特 《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土耳其”》 中

同时担任指挥与小提琴独奏 ， 一人分饰两角

“自拉自指”。

演出前， 阿德莱德交响乐团董事总经理文

森特·齐卡列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祖克

曼对音乐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并且能够通过非

常有感染力的指挥手势， 把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注入到乐手们的身上， 带动他们一起呈现出最

完美的音符。” 2014 年至今， 祖克曼出任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 时常

以独奏和指挥的双重身份， 参与到协奏曲的演

出当中。 当被问道自指自拉和与指挥家合作时

有什么区别时， 祖克曼曾表示二者本质上是一

样的， 但 “自指自拉” 时， 由于没有一位帮忙

照顾乐队节奏的人， 他需要更多地靠耳朵去与

乐手互相倾听， 像演奏室内乐一样。 祖克曼不

仅是一位优秀的独奏家， 也是一个卓越的指挥

家。

1948 年 7 月 16 日， 祖克曼出生于以色列

特拉维夫， 8 岁考入特拉维夫音乐学院。 14 岁

时， 他的天分被小提琴教父斯特恩、 大提琴泰

斗卡萨尔斯发掘， 同年被推荐进入美国茱莉亚

音乐学院深造， 成为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加拉米

安的三大弟子之一。 1967 年， 他在纽约参加

了第 25 届莱文特里德比赛， 与同学郑京和并

列第一名。 1968 年至 1969 年， 他替代生病的

斯特恩参加了一系列演出， 就此一举成名， 与

加拉米安的另一位弟子、 小提琴大师伊扎克·

帕尔曼并称 “琴坛双雄”。

祖克曼不仅是一位活跃的独奏家， 也极为

热衷于室内乐演奏， 常年与好友帕尔曼、 杜普

雷、 巴伦博伊姆等一流演奏家合作室内乐。 很

少演奏家能像祖克曼这样， 能以小提琴和中提

琴家两种身份参与到室内乐演奏中。 譬如， 当

在他与杜普雷、 巴伦博伊姆合作贝多芬钢琴三

重奏时， 他担任的是小提琴声部； 在与帕尔曼

等人合作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时， 他担任的是

中提琴声部。 难得的是，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

依然长期保持着巅峰水准和演奏状态。

祖克曼除了以小提琴攫获乐迷的心房， 还

兼具中提琴家、 指挥家、 教育家等多重身份，

而这些实至名归的头衔， 证明了祖克曼过人的

天赋与才华。 上世纪 80 年代， 祖克曼开始作

为指挥家活跃在舞台。 他先后担任过圣保罗室

内乐团音乐总监、 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交响乐

团音乐总监等。 2009 年至今， 他还是英国国

家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著名小提琴家祖克曼执棒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交响乐团。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