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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青 实习生 孙彦扬

■本报记者 柳青

“六个月前，我还不曾设想带着剧院跨国

巡演，仅仅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

大剧院促成了这次演出。”“我想念上海的老

城厢，也期待黄浦江畔的大歌剧院的建成。”

“身处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对剑拔弩张的时

局，艺术家是最渴望和平的，如果存在一种像

音乐这样不需要翻译和不容易被误解的语

言，也许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

昨天，面对上海媒体，俄罗斯指挥家瓦莱

里 ·捷杰耶夫感触颇多，他感怀与上海大剧院

持续多年的情分，也寄希望于跨文化的交流

对话改变充满纷争的世界。今晚至22日，捷

杰耶夫将携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剧《尼伯龙根

的指环》（简称《指环》）登临上海大剧院，四晚

的演出总时长超过16小时。这是马林斯基剧

院为纪念作曲家瓦格纳诞辰210周年推出的

全新大制作，《莱茵的黄金》《女武神》今年夏

天在圣彼得堡完成首演，《齐格弗里德》《众神

的黄昏》首演落地于上海大剧院，上海将成为

世界范围内首次完整上演这版《指环》的城

市。这也是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

磅剧目。

这部新版《指环》的登台演员有300人之

多，马林斯基剧院此行可谓精锐尽出。这也

意味着捷杰耶夫率领的马林斯基剧院又续上

了和上海大剧院之间持续了近25年的“老友

记”。早在1999年，上海大剧院成立一周年之

际，捷杰耶夫带来了“马林斯基音乐节”，献演

歌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费加罗的婚礼》及

一部清唱剧和一台交响乐。此后，捷杰耶夫

数度重返，2016年、2017年接连促成“马林斯

基艺术节”，以歌剧、芭蕾、交响音乐会的全阵

容登台上海大剧院。今年逢上海大剧院25周

年庆，又有暌违三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重装归来，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剧院把新版

《指环》完整版世界首演带到上海，是一份沉

甸甸的厚礼。

瓦格纳创作的四联剧《指环》被公认是古

典艺术王冠上的耀眼明珠，也是歌剧史上最

杰出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历时26年写就，

因其体量庞大、思想内涵复杂，它的演出难度

被类比为音乐界的“珠穆朗玛峰”。

瓦格纳自1848年开始着手整合德国民间

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民间传说《沃尔

松格传说》和北欧古代民歌《艾达》等素材，把

宏大的史诗重构为歌剧剧本，至1874年完成

了《指环》的脚本及音乐。《指环》的四部成套

歌剧——《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

德》《众神的黄昏》，通过明暗双线的叙事与

200多条旋律主题，描绘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

系，跌宕起伏的命运群像，是一部跨越了神话

和现实的集大成之作。《指环》全剧以争夺指

环为主线，用象征性的笔法揭示了契约与背

叛、权力与爱情、生存与毁灭等围绕人类命运

的母题，近百年来引发多种诠释。

瓦格纳用《指环》达成了他的终极艺术追

求，让歌剧成为能包容所有艺术类型的“整体

艺术”，容纳历史、哲学、神话、诗歌、器乐、人

声、表演与造型艺术。因为这部作品，连带着

诞生了一座新剧院和一个音乐节。在《指环》

诞生时，由于演出所需乐队编制庞大，剧中设

置的场景超越当时剧院硬件设备的技术极

限，于是，瓦格纳的忠实拥趸、巴伐利亚国王

路德维希二世为了《指环》上演，专门建造拜

罗伊特节日剧院。1876年，《指环》在这座剧

院举行世界首演，连演三周后征服欧洲，从此

成为欧洲古典文化的代表作。由此产生的

“拜罗伊特音乐节”，也成为了欧洲古典音乐

界的年度传统盛会。

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歌剧史诗，《指环》

每一次搬上舞台都是广受世界瞩目的重要文

化事件。捷杰耶夫掌舵马林斯基的20多年

里，致力于让瓦格纳的歌剧重获生机，《罗恩

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漂泊的荷兰

人》等瓦格纳代表作均已成为马林斯基剧院

的保留剧目。这次新版《指环》的制作中，高

水平的音乐表演与独特的布景设计放大了经

典的能量，形似古庙巨像的巨人作为主视觉

形象，恢弘的舞台情境使瓦格纳的作品回归

神话和传说的土地。

这样的鸿篇巨制能在上海进行全球首

演，充分反映着上海文化的吸附力和影响力，

在配置全球演艺资源过程中，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越来越发挥出主场优势。

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海迎来新版《尼伯龙根的指环》世界首演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发表九周年之际，作为第二十二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之

一，由上海昆剧团几代艺术家接续传承

的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粹版在上

海文化广场惊艳亮相。

为艺术节“打头阵”，上海昆剧团

团长谷好好有着满满的期待：“希望通

过艺术节这一平台，进一步探索优秀传

统文化与国内外演艺资源深度融合发展

的合作交流机制，从而更好地弘扬传统

文化，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接下

来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舞台上，众多传

统与时尚交汇，地域性与国际化交织，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好戏将连番登场。

《牡丹亭》 诞生400多年来，已成

为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上昆将《牡丹

亭》搬上舞台后，几经改编上演，凝聚

了几代上昆艺术家对昆剧事业的热爱和

梦想。2022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讲话

精神，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从研

究原点出发，探本溯源，以全新视野

对传统经典进行重新思考和创作，实

现对传统经典的守正创新，上演之后

被专家认为是“本年度中国戏曲重大文

化事件”。

本次推出的全本55出 《牡丹亭》

之集粹版，是在全本《牡丹亭》基础上

提炼而成的精华结晶。杜丽娘心中苦

闷无处排解，因春感情，一梦而亡，不

同于为人时期受封建礼教束缚，成为鬼

魂后的杜丽娘以青春生命的毁灭去追

求超越生命的爱情，她的“情”打通

幽明冲决生死，释放并实现了所有精神

理念的美好追求，既为全剧营造了更为

浓郁的浪漫色彩，也充分体现了汤显祖

笔下的主人公对于“人生况味不断奔

赴”的精神主旨。

导演郭小男认为此次全本55出《牡

丹亭》之集粹版更能完整展现汤显祖的

人文思想。在他看来，如果一直演此前

35折的《牡丹亭》的话：“就会在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中造成一种错觉——

《牡丹亭》就是这样的。慢慢地，这就

会造成我们对这样一部名著、对汤显祖

这样一位有着显赫历史地位的伟大戏剧

思想家产生认知偏颇。”而 《牡丹亭》

后20折中，故事的场景转换到宫廷与

社会，故事的主题也从男女情爱转变为女性自身的抗

争。这种碰撞所产生出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已经超

越了戏曲欣赏的范畴。郭小男表示：“这才是在我们这

个时代演出《牡丹亭》的意义。”全本55出《牡丹亭》

之集粹版致力于浓缩且完整、丰富且精彩，同时保留原

著精神，复原昆曲风流雅韵，更为契合当下观众的审美

需求和观剧习惯。

此次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

粹版行当齐全、文武兼备，充满青春气息。主演罗晨雪

和胡维露今年分获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31届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两位优秀青年演员

的联袂领衔，不仅彰显了这台剧目的表演实力，也将

为艺术节的精彩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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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制作团队的拍摄足迹中蕴

藏部分答案：《何以中国》在2021年春天

启动拍摄，总导演干超带领团队跋涉近

500天，走过全国230余个拍摄点位。其

中包括西坡、二里头、陶寺、良渚、石峁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的遗址，也

有甘肃四角坪遗址、河南宋国故城城墙

考古发掘项目、浙江井头山遗址二期、山

西西吴壁遗址等尚未公开成果的最新发

现。“我们记录中国考古的珍贵时刻、重

要发现，但《何以中国》并非一部‘考古进

行时’的纪录片，而是以考古学为立足系

统性地溯源中华文明。”干超说。

放眼国内现有的考古相关纪录片，

多为点对点叙事，即从一处考古发现来

挖掘这批器物背后的人与史，是历史的

断代讲述。而历史类纪录片则多以历史

文献为依托，考古在其中只起到证经补

史的次要作用。事实上，考古不仅是对

物质形态文化遗存的挖掘，更是对其所

承载的制度、思想、文明等非物质形态文

化创造的阐释。《何以中国》用八集、每集

50多分钟体量凝练的是——在考古中观

史，以考古资料展现出超越“上下五千

年”、更为波澜壮阔的文明形成历程，厘

清五千多年乃至万年时空下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流转脉络。

在创作手法上，《何以中国》全片创

造性地采用倒叙手法，从迈向一体化的

秦汉帝国讲起，随后从上万年前随时间顺

流而下，探寻中国这个文明国家的根基、

发源与早期形成和发展，以此尝试回答

“何以中国”这一历史追问。《秦汉》《摇篮》

《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

下》，这八集在时间上跨越万余年；在空间

跨度上，中国“千里江山”不同区域各具特

色又相互交流融合最终抵达“多元一体”

的文明格局，都将在片中一一呈现。

以第一集《秦汉》为例，从百年的中

国现代考古成果出发，通过讲述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故事，串联起秦汉时代的编年

框架。片中按时间顺序勾勒出秦统一六

国到汉朝建立的王朝变迁。历史的演进

中，秦建立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标准，修建

长城和直道来御敌，但也因滥用民力财力

最终二世而亡；汉代注重文治化育民意的

同时，还成功收复岭南、抗击匈奴，实现了

大一统。统一而不断强大的中国，正是从

秦汉时代启程，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建构起多元一体的文明，持续发展至今；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这一概念作为国

家名称始现并沿用至今——《何以中国》

以此为序章抛出问题：独特的中华文明如

何形成，秦汉之前是否有更早的中国雏

形，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否可靠……引

导观众在后续几集中追随考古学家的脚

步，踏上万年的时光旅程。

“透物见人”，建立跨越千
年的情感链接

《何以中国》融纪实与影片再现为艺

术整体，创新纪录片的视听语言。干超

秉承点创作理念是“透物见人”——就是

从故纸堆、遗迹丛、考古现场推演出历史

的细节，见到文物背后的人与社会及其演

进的历程。换言之，要让文物“说话”，让

一处处考古遗址“活起来”，透过它们，来理

解“何以中国”。因此，《何以中国》要展示

的，不只是文物本身，更是文物所传递出

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的形成、历史长河涌

动的方向，关乎“何以中国”的根脉所系。

具体来说，片中以大量的全国性考

古成果和文物组合，通过影视化叙事，描

绘更为具体有温度的先人所处时代的社

会面。比如纪录片里出现的良渚玉器、

殷墟亚长墓青铜器等，区别于博物馆里

看到的文物展陈，《何以中国》在拍摄中

将文物按其所处时代的礼制、场景重新

摆放，还原它们在历史深处曾经的位置

与功能；又继而在演绎时由专业演员与

摄制组复刻的道具“合作”，按考古考证，

再现古代的社会风貌。

立足考古进行推演，“透物见人”的

《何以中国》里不仅可见宏大的历史进

程，还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见到一个

个小人物。他们是在秦楚战场互相扶持

的兄弟士兵，是碌碌一生的敦煌驿站小

吏，也是离家多年为国斡旋、盼落叶归根

的和亲公主……这些不同身份、经历的

人跨越数千年时光走来，他们心底的家

国情，何尝不是沉淀在中华民族血脉里

的基因，与今天的观众同频共振。

让具体的“人”来串联浩荡历史，灵

感源自考古人的深沉感触。《何以中国》

的撰稿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

说，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

考古人，他曾被许多人问及，研究中最深

的感触是什么，是不是重大发现带来的

惊喜。他答道：“惊喜肯定有，更多的是

感动。让我感动的有巍峨的石峁石城、

精美的良渚玉器，但有时候，让我感动的

是一对夫妻的墓葬，或者是一个陶片上

留下的一枚指纹。”现在，《何以中国》希

望把如是感动传达给观众。因为中华文

明的形成，有波澜壮阔，有金戈铁马，也

有那样的温柔婉约、脉脉真情。

立足考古实证，以影像溯源历史寻脉中华

“哇！看看这片风景！我要在这里拉《梁

祝》。”走上和平饭店露台的刹那，看到开阔的

江景和陆家嘴的天际线，马克西姆 ·文格洛夫

立即拿出那把1727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

琴，拉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十八相送”

的华彩乐章。恰是日照江心的正午时分，江

畔的浦东美术馆和东方明珠成为演奏家身后

的“幕布”，高爽的秋阳似一道特殊的高光照

亮他兴奋的面庞，秋风徐来，携着乐声散布整

片外滩。

就像文格洛夫在接受《文汇报》专访时屡

次谈起，他钟爱在露天的场景中演出，愿意让

音乐成为街市车水马龙的一部分。阔别数年

后回到上海，他感到尤为亲切的是，这座城市

的音乐氛围更浓郁了，古典乐的普及以及普

通人对古典乐的喜爱，宛如空间般自然。

前晚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泉广场的开幕音

乐会上，德国指挥艾森巴赫执棒新成立的上

海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文格洛夫演奏了他

熟悉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回

忆那一夜气氛热烈的演出，他说这是一段意

犹未尽的特殊体验：“即便我在音乐厅、录

音室演奏过成千上万遍，但是当站在城市中

央面对3000多观众，我得到了特殊的灵感：我

矗立于这座城市的中心，乐声流淌在城市的

心脏中，演奏时我甚至能够听到车流的声音

沿街经过，我感觉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

分……这样奇妙的体会，成为我人生中难忘

的经历。”

其实，文格洛夫曾在欧洲、美国各地的户

外场合演奏过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

曲》，但这次在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各

种不同的观众都来了，我看到了更多年轻人

和孩子对古典艺术的爱”。这支曲子对演奏

家本人而言，也维系着“年轻的、儿时的回

忆”，他第一次演奏它时，只有七岁。他说：

“我的母亲，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个‘虎

妈’，但我感激她不断督促我练习，她让我明

白了天赋意味着更多的练习，这是艺术家的

命运。”回望他这些年在中国的见闻，以及几

年前出任上海斯特恩小提琴国际大赛评委的

经历，他感慨中国琴童基数庞大，许多孩子在

很小的年纪就技艺非凡。“我印象深刻的是有

些小琴童不满10岁，甚至学龄前，演奏水平已

经俨然把乐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聆听他

们演奏时，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

都参与到音乐中。在今天这个数字技术时

代，中国有那么多孩子在音乐学习中摸索心

灵方向，这触动了我。”他一直心系青年乐者

的培养，谈到新成立的艺术节节日乐团，他特

别肯定了乐团和乐手们的“年轻”：“非常多的

年轻人参与进来，这很重要。我感受到他们

对音乐的热情，他们透过音乐表达出的能量，

点燃了现场观众，这是超越技巧的。”

无论在上海展览中心广场还是和平饭店

的露台，文格洛夫拉起《梁祝》，都是兴之所至

的燃情时刻，他说，这是一支飞进他心里的曲

子，也激发他成为中国音乐的爱好者和音乐

领域的“中国通”。

不同音乐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本身就是相

互的。“我痴迷中国古典音乐，包括中国传统

戏曲。我来到中国介绍西方古典音乐，发现

这些音乐在中国已经很受欢迎了。文化的交

流和关注应该是相互的，我想，是时候让欧洲

人也了解和关心中国音乐了。”从京剧声腔到

当代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代表作，他如数家

珍，而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多样化的中国乐器。

“我特别喜欢二胡，在我看来，它是中国文化里

的‘小提琴’。我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我知道

有很多优秀的二胡名家演奏过西方乐曲，这让

我钦佩。音乐的背后蕴含丰富的传统，无论是

中国古典还是西方古典，我对音乐开启的文

化宇宙永远保持好奇心。”

——与小提琴演奏家文格洛夫聊前晚音乐会及其上海情缘

我感觉自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卫中

上昆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粹版在上海文化广场

惊艳亮相。 祖忠人摄

捷杰耶夫将携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今晚起登临上海大剧院。图为《莱茵的黄金》剧照。 （演出方供图）

▲钟爱在露天场景中演奏的马克西姆 ·文格

洛夫走上和平饭店的露台。 糜俊豪摄
 文格洛夫前晚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泉广场

的开幕音乐会上演奏。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