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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范昕

“《无径之径》缘起于中国上海，

在欧美各地巡演后，如今又回到了创作

灵感的诞生地，仿佛走过了‘灵魂之

旅’。”国际知名舞蹈家阿卡什 · 奥德拉

说。作为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参演节目，由这位英国印度裔舞者与中

国舞者胡沈员共同编创并表演的现代舞

《无径之径》日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大剧场迎来亚洲首演。这部作品由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及全球7家顶尖艺术

机构联合委约制作，以现代艺术形式诠

释《西游记》，着力刻画玄奘西行取经

的艰辛求索，彰显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已经是阿卡什第四次来到上海。

在他眼中，这个城市有着特别的活力，

观众对舞蹈充满爱与激情。趁着演出间

隙，他来了场Citywalk，探访艺术空

间，打卡城市地标。而这次上海之

旅，又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阿

卡什表示，他的下一部作品将融入汉

字的元素。“我在跟中国同行的交流中

发现了汉字的魅力。我想用肢体表现文

字中蕴藏的哲思，也希望能带着新作品

重返上海，与观众们对话分享有趣的生

活感悟。”

文化交流碰撞出美妙火花

“上海是一条永不止息的河流，它

不断地形塑、移动与变化，包容着一

切，直至抵达海洋。”阿卡什说。自创

生之初，《无径之径》便与上海密切相

连，得到资金、场地、技术、宣传推

广等多方面的助力。2019年，这部作

品在上海举行全球发布活动，申城观

众成为第一批目睹宣传片的幸运儿。

2020年在澳大利亚首演后，它赴英

国、加拿大、法国等地巡演，终于在

2023年重回申城。“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能感受到全体观众都共同起舞。”阿

卡什说：“艺术的根基永远是‘爱’！”

“中国观众对西游故事熟稔于心，

如何将它改编成适配当代语境的舞台表

演，很有挑战性。”阿卡什告诉记者，

自己专注印度传统舞蹈——卡塔克舞的

表演，而胡沈员是跳民间舞出身，最终

两人在现代舞里找到了灵魂契合点。他

们都精于肢体表达，擅长手型与表情方

面的细微处理。“在我看来，中印文化

碰撞出的火花美妙至极，而文化的交流

融合更像是在创造一种美丽的哲学。”

阿卡什认为，在舞蹈创作中，纯粹的肢体交流超越了国家与文

化的边界，而丰富的精神交互则成为古老文明的当代注脚。

舞台上，玄奘问道西行，串联起两个相邻的古老文明，尝

试为不同文化的融通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无径之径》属于

每一个人。我们用舞蹈与世界对话，探讨人类的生命旅程。”

阿卡什为作品起名为《Samsara》，意为“生命的循环”；中文

名字则是由胡沈员提出，所谓“无径之径”就是于困境中开辟

穿越时空的道路。

灵感之城带来连连惊喜

2017年在沪编排《无径之径》，2018年带来独舞作品《上

升》，2019年《喃喃低语2》与《墨印》亮相舞台，并与舞者

相约在艺术工作坊……虽然阿卡什对申城已不陌生，但散落在

街巷楼宇间的吉光片羽仍让他惊喜连连。在上生 · 新所，阿卡

什被茑屋书店二楼的艺术空间吸引，翻阅起一本记述、展示印

度文化的厚重画册。在刘海粟美术馆，阿卡什在一幅描绘手部

特写的画作前驻足久留，最后情不自禁跳起“手舞”，融入那

一方奇幻世界。这几天，第17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正在刘海

粟美术馆展出，中外艺术家隔空相遇，迸发活力。

在阿卡什的眼中，上海不仅是艺术之都，还是令人向往的

生态之城。他漫步在孙科别墅的主楼与绿地间，体悟贯穿百年

的文脉延续。富有年代感的历史建筑、跃动的喷泉水流、盛开

的鼠尾草都成为舞蹈伴侣，激发别样灵感。阿卡什细数园区内

种植的荷花玉兰、琴叶榕、肾蕨等植物，而后比划出身体吐纳

的舞蹈动作，仿佛与上海同呼吸。“植物能让一座城市得以呼

吸，创造出健康的生态系统，这一点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

他在自然与城市间寻找着平衡点，“在混乱与无序中，我们常

常能发现奇妙的秩序，那正是最令我魂牵梦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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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 晶
实习生 孙彦扬

《无径之径》海报。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供图）

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3周年纪念日，一部反映志愿军

保家卫国、英勇奋战的小成本网络电影

《浴血无名 · 奔袭》以黑马之姿闯入了人们

的视线。截至目前，该片吸引逾600万人次

在线观影，已累计获得超过1400万元分账

票房，7.0分的网络评分也远高于网络电影

在5分左右徘徊的平均成绩。没有明星和流

量加持、没有大投入可以炫技，它靠什么

打动观众？

鲜活的群像将英雄形象刻入
观众心中

《浴血无名 ·奔袭》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为了主力部队的存亡，老兵杜川所率

志愿军侦察排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

少”，阻截敌军机械化部队的故事。影片开

始，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到牺牲的战友坐在

永远回不了家乡的列车上与主角告别，独特

的叙事美学让观众既感动又赞叹。

“作为一部网络电影竟然可以做到这么

细致。”在评论区，一位观众写下如是留言。

尽管该片没有高投入而被网友调侃“战争场

面肉眼可见的贫穷”，但服化道和战术细节

却被观众认可“明显是做过考据的”。这也

正是《浴血无名 ·奔袭》的动人之处——以小

见大，通过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将英雄形

象刻入观众心中。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

存”。导演翌翔认为：“能打动观众的，绝对

不是单一面貌的人物”。《浴血无名 ·奔袭》展

现了一群可爱、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主

角杜川是之前所在排里唯一生还的战士，此

次又要带着侦察排以血肉之躯阻截敌军装

甲部队、为身后的师部争取时间，夹在顾全

大局和战友牺牲之间的他纠结着、承受着；

带有上海口音的“老黄浦”平日里乐呵呵，在

关键时刻击落了沾满志愿军鲜血的敌军战

机，自己也因为暴露了位置被敌军炮火吞

噬；平时喜欢和“老黄浦”拌嘴的老金，本来

已经退伍转业到地方当干部，但是听到抗美

援朝的消息就主动回部队参战，最后为了阻

截暗道里偷袭的敌军，全身着火张开双手攥

着手榴弹冲向敌军同归于尽。小兵张娃子

被问及为什么来当兵时，从一开始的回答

“想当英雄”到后面的“保家卫国”，细致体现

了人物的心理变化。还有与朝鲜孩子结成

好朋友的军车司机、用军帽堵在腹部的枪眼

上继续前进的战士……深刻描画的人物形

象，让观众无比动容。尤其当影片中再次出

现布满灰尘的军号、屹立不倒的红旗、层层

包裹的军功章、夫妻再也无法团聚的照片

时，更令人唏嘘和敬仰。观众不禁感叹：一

部优秀的电影不需要依赖明星、流量和大投

入，也能被大家认可，继而愿意主动深入了

解那段历史。

主旋律正成为网络电影的重
要赛道

过往的网络电影往往以怪兽、玄幻、考

古、仙侠等题材为主，虽然满足了观众的猎

奇心理，但也因为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以及

厚重的历史担当而久为人诟病。值得欣慰

的是，近年来有不少主旋律网络电影，在取

得良好口碑的同时，也在商业上证明了这一

类型已经成为网络电影的重要赛道。

高品质的主旋律作品不断涌现，正在

扭转大众对于网络电影“题材俗、质量

低”的刻板印象。此前 《功勋》 的单元剧

《能文能武李延年》上线后，因为真实、准

确还原了我军基层政工干部形象而备受观

众推崇。网络电影 《特级英雄黄继光》 以

娓娓道来的细致描述，充分展现英雄成长

的人物弧光而获得8.0的观众评分。而“浴

血无名”IP系列，更证明了主旋律网络电

影的潜力——2021年上线的 《浴血无名

川》以超过3300万元的成绩位列“近三年

网络电影分账榜”第9名，作为续集的《浴

血无名 · 奔袭》亦收获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不过，业界专家提醒，网络电影在主旋

律题材的思想、叙事、美学等方面，仍需提升

质量，尤其要避免将真实历史作为噱头。比

如，不久前上线的以辽沈战役前的情报斗争

为故事背景的一部特工片，尽管取得了超过

1100万元分账票房的不错成绩，但也被不少

观众批评为“无脑爽片”。由于剧情与历史

的结合较为生硬，该片也被不少观众评价为

“套着情报斗争外衣的功夫片”。

抗美援朝题材《浴血无名 ·奔袭》吸引逾   万人次在线观影

小成本主旋律网络电影靠什么打动观众

《浴血无名 ·奔袭》海报。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我站在了东京
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此我深表欣

慰。”国宝级昆曲艺术家计镇华感叹。10月

24日下午，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 中国

电影周举行颁奖仪式，昆剧电影《邯郸记》

荣获艺术贡献奖 · 金鹤奖，该片主演计镇华

代表剧组登台领奖。当天，来自上海昆剧团

的演员袁佳、甘春蔚表演了昆曲经典折子戏

《游园》，婀娜委婉的唱腔，细腻柔美的呈

现，给现场观众带去中国戏曲之美。

颁奖仪式上，来自日本传统艺术——歌

舞伎的第17代传人市村家橘上台宣布“艺

术贡献奖”花落上海昆剧团的昆剧电影《邯

郸记》。中国昆曲与日本歌舞伎都是两国最

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在这样一个场合

以颁奖与获奖的组合方式重逢，抒写了两国

文化交流的又一段佳话。“这是电影《邯郸

记》获得的一个重要奖项。昆曲作为中国古

老的百戏之祖，在流传至今的剧目库里，多

的是人性时光和艺术文脉的精神传承，多的

是世态折射的传奇妙意。《邯郸记》便是一

例。”导演滕俊杰表示，“用当代电影的方

式，来表达好、传播好这部经典剧目，让昆

剧和电影彼此自洽又互洽，是我们剧组所有

人的目标。”

《邯郸记》 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作

品，与《牡丹亭》《南柯记》《紫钗记》并称

“临川四梦”，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

值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鸿篇巨著。上海昆剧

团 2005年上演的 《邯郸记》 屡获殊荣，

2017年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昆剧

实景电影《邯郸记》三年磨一剑，由滕俊杰

执导，计镇华、梁谷音、张铭荣等主演。在

保留舞台演出精华的基础上，电影做了适当

删减，比如省去开场曲“渔家傲”，压缩崔

氏的戏份，利用电影蒙太奇手法进行场景

转换把舞台演出的换景时间节约下来，交

待性的情节直接用画面展现，八仙出场时

的腾云驾雾用镜头拼接和动画完成等。国

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唱了一辈子昆

曲，东京国际电影节之行让她切身感受到

中国戏曲艺术受到莫大尊重，这门艺术正

在走出国门。片中扮演卢生的计镇华有着

“当今昆坛第一老生”的美誉，今年恰逢他

从艺70周年，昆剧电影《邯郸记》在东京

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无疑是献给老艺术家

的一份特殊礼物。

上海昆剧团团长、本片总制作人谷好好

表示，电影《邯郸记》是上昆继《景阳钟》

之后又一部搬上银幕的代表作，通过新的

技术手段保留国宝级老艺术家的技艺精

华，并且站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展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昆剧电影 《邯郸

记》 首站出征东京国际电影节，随后还将

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和国

家电影局主办的2023大阪中国电影周，并

赴日本明治大学开展电影展映和交流，在更

广阔的范围推广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文化

走出去拓展渠道。

昆剧电影《邯郸记》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殊荣

今年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开拓者吴大

羽诞辰120周年和其弟子、世界华人艺术大

师赵无极逝世10周年。近日于上海普陀区

文化馆城市创艺空间启幕的“着耕成艺 春

水长流”艺术特展，不仅是对这两位中国现

代艺术前辈的深切纪念，也借此契机从一个

侧面梳理中国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文脉，让

大众知晓他们之于艺术史长河乃至当下的

意义。前辈艺术大师、大家的出色作品曾经

让世界看到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和不凡，其

影响力延绵至今，亦对今天方兴未艾的现代

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贫病中，他依然长耕于空漠

展览的起点吴大羽，可谓现代抽象绘

画的拓荒者、中国早期抽象画的一代宗

师，透过“势象、光色、韵调”三大综合

美学形式，奠定中国抽象绘画与理论。这

却并非一个令大众耳熟能详的名字，甚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失”了。究其原

因，一来在于吴大羽的低调——生前没有

出过画册，没有办过个展；二来在于吴大

羽主要从事的抽象绘画相对小众，讲究一

定的欣赏门槛；三来则是吴大羽的画作从

不签名亦不留日期，市面上打着他旗号的

仿作、伪作不在少数，为围绕他的研究设

置了重重障碍。直到新世纪以来，吴大羽

的价值才为学界越来越珍视。

《待》与《花》都是现身此次展览的吴大

羽油画，均创作于1950年代。前一幅是人

物肖像，画中少年佩戴红领巾，手执乒乓球

板，自信坚定的神态淳朴又昂扬。后一幅是

静物画，画的是窗边的盆花，似还能感受到

光线透过窗棂洒进来的那份通透感。两幅

画不约而同呈现出色在流转，形在跳跃，妙

在似与不似之间，笔触里则隐约可见“塞尚

感”，塞尚也正是吴大羽最为推崇的西方画

家之一。据出借藏品的收藏家奚先生透露，

彼时，吴大羽处于人生低谷，处境颇为潦倒，

蜗居于茂名路延安路的小宅中。贫病中，他

却依然在读书、画画、思索，长耕于空漠。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馆长、艺术评

论家傅军告诉记者，早年从巴黎国立高等

美术学校留学归来的吴大羽第一时间把流

行于西方的现代绘画精神带到国内，贯彻

在自己的创作与教学中，如是先锋性很了

不起。与此同时，吴大羽的绘画又与中国

传统美学息息相关，带有很强的东方诗

性。他精通诗词音律，曾写下不少诗，也

格外注重以诗性形象思维提炼抽象视觉语

汇。知名画家周长江也提到，一种禀赋的

韵致、融合东西古今的灵慧、具天地乾坤

的气派而不屈不挠的创造意志力，使吴大

羽在形象和心象兼得的语符追寻中，迈进

语义抽象范畴奠基，开启了一条独步古今

的中国现代抽象油画方式。

绵延的后学，滋养着现代艺术

艺术家在艺术长河中的坐标，与个人成

就相关，亦与绵延的后学相关。吴大羽曾

以西画系主任的身份引领国立杭州艺专

（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长达十年。他主张因

材施教，循循善诱，留下过许多经典的教

诲，如“绘画既是画家对自然的感受，亦

是宇宙间一刹那的真实”。大名鼎鼎的“留

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

中，都是他的学生。

从吴大羽出发，到赵无极、朱德群、

吴冠中、张功慤，再到他们直接影响的当

代艺术家王怀庆、冯骁鸣等的抽象艺术，

展览以独特的视角描摹出中国现代主义绘

画的发展进程。

以世界的眼光观照东西方两个传统，

赵无极的艺术走向世界，被誉为东西文明

互鉴在现代美术领域的最高成就之一。赵

无极曾回忆道：“我们是又喜欢他又害怕

他。当时我年纪最轻，他每天都要来看我

画什么……”据著名艺术史家迈克尔 · 苏

利文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透

露，赵无极强烈反对一味地临摹，为此，

如果没有林风眠和吴大羽为他向潘天寿说

情的话，他当时就可能被开除了。此次展

出的多张赵无极抽象作品，虽为版画，仍

可见其艺术气势开张、意蕴深远的特色，

只见其形色舒卷腾挪，变化自如，极尽抑

扬顿挫之视觉韵律感。

在个性与艺术主张上，吴冠中受益于

吴大羽良多。就连吴大羽离开国立杭州艺

专之后，吴冠中与吴大羽依然保持了相当

一段时间的通信。吴大羽的每封信都像写

教案似的，对吴冠中谆谆教导。此次吴冠

中展出了一幅颇为少见的彩墨画《虎》。线

条与色块的组合间，现出四只隐于草丛间

的老虎。他以东方式情思来创造的这种可

以同全世界观众进行交流的艺术形式，与

吴大羽异曲同工。

上海被誉为“中国抽象艺术之都”，拥

有在全国范围内数量最多也最为知名的一

批抽象艺术家。在傅军看来，这与城市特

性有关，同时也是吴大羽启引的现代抽象

绘画影响仍在继续的明证。值得一提的

是，展览也特意选择了14位各个画种的

70、80、90后中青年艺术家的抽象绘画作

品，构成耐人寻味的“现代主义绘画文脉

的当代呈现”章节，呈现吴大羽、赵无极

等前辈“着耕成艺”所开创的现代主义绘

画文脉春水长流在当下焕发的新貌。

吴大羽、赵无极领衔，“着耕成艺 春水长流”艺术特展回望中国现代主义绘画文脉

甘守寂寞的抽象画拓荒者带来何种启示

 吴大羽《花》。▲赵无极《无题》。

（均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