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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帮助让我印象深刻。”

第三次参加进博会的南非夸祖鲁-

纳塔尔省商贸和投资部出口事务

专员安迪 ·恩科西这样点赞。

填写外国人入境登记卡，通过

进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借由上海机

场边检外语志愿服务队的高效对

接，安迪实现入境手续快速办理。

他也热情地向志愿者展示了南非

将在此次进博会上展出的护肤品、

针织品等特色产品。“我将带着近

10家企业参展，志愿者们的帮助给

我们都留下了好印象！”

今年是外语志愿服务队第六

次在浦东机场口岸护航进博盛

会，这支180多人的团队为各国

政要、代表团、参展商和出入境宾

客提供英、俄、日、韩、阿拉伯、波

斯等13种语言的通关服务，以实

际行动守好“开放之门”，打造展

现大国风范“国门名片”。

礼遇周到，国门名片
更闪亮

连日来，浦东机场口岸陆续

迎来各国参会嘉宾入境。上海机

场边检站启用进博会边检专用通

道、组建礼遇检查小组，选派百人

外语志愿服务队值守城市文明志

愿服务站，为嘉宾提供快速通关

便利和语言翻译服务，以专业素

养、热情服务和高效保障展示开

放自信的中国形象。

在浦东机场新启用的进博接

待服务中心和专用柜台，一位英

国参展商遇到了难事。他用一次

有效商贸签证入境，但临时有急

事需立即返回英国，为了不耽误

进博会展区布展进度，他打算3

天后再来上海，可已经来不及申

请新的中国签证，因此十分焦急。

外语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王锐

了解到这一情况，这位展商表示

只需要在上海停留5天，然后飞

往日本。王锐提醒他可申请“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即凭本人有

效国际旅行证件和确定日期、座

位在144小时内前往第三国（地

区）的联程客票，从浦东机场入

境，免办签证，并可在沪苏浙区

域内停留144小时。问题瞬间迎

刃而解，这位参展商说：“这个政

策方便了我来中国短期出差，回

去后一定要分享给同事。”

暖心服务，端口前
移更便利

“我已经是服务过5届进博

会的‘小叶子’了，处在国门口岸

一线，处置突发状况我们早已千

锤百炼，能用自己俄语特长帮助

这些国际友人，我感到光荣。”志愿者王雪介绍，“我们百人

外语志愿服务队一共有180多名志愿者，人数还在不断扩

大，第六届进博会期间我们会24小时值守城市文明志愿服

务站，随时准备帮助有需求的外籍展商及旅客。”过往5届

进博会，这支队伍共为500余批次外国参会代表团、3000余

名参展商提供外语服务。

志愿者林立俊近期在某电商网站购物车中放满了泰语

学习参考书籍。他的本职岗位是出入境边检查验窗口工作

人员，为展现良好的第一印象，他自学了多门外语。对他来

说，加入外语志愿服务队将岗位前移，能在前端更好服务各

国来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团队的暖心举措还有不少，比如，队员们注意到不少旅

客的需求集中在行李领取，志愿者团队中的绘画能手手绘

了“机场服务地图”标明行李领取、卫生间等具体方位，方便

旅客直观了解各点位情况。此外，注意到不少旅客入境时

间花在入境登记卡上，志愿团队特别将登记卡样张翻译为

日语、俄语等常用外语，并放大字号张贴在集中填写处，方

便外宾快速填写。

“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外语志愿服务

队负责人范洪祥介绍，目前已建立起“12367”工作机制，咨

询服务的阵地不仅建到了航站楼入口的问询处，更直接延

伸到企业、社区、学校，张江高科、古北社区……志愿者们多

次赴上海自贸试验区高新企业，为进博会期间有出入境需

求的外商提供政策咨询服务。“这支队伍将继续为进博会

‘越办越好’保驾护航，以责任担当志愿奉献推动中国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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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小传

上海机场边检百人外语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09年5

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来自五
洲四海的广大出入境旅客提供13种外语通关服务。2020

年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2022年获得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多名成员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志
愿者、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本报记者 祝越

上海机场边检百人外语志愿服务队为广大出入境旅

客提供英、俄、日、韩、阿拉伯等13种语言通关服务。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 （记者姜澎）生态修复中的“梦
境假说”长期以来在现实中无法如愿实现。

但就在近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贺强教授团队破解了“梦境假说”中

的关键问题。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科学》

杂志，并被选为封面论文和研究亮点，《科学》

同期还为此配发了题为“营养级联有助于恢

复植被”的专文评述。

从各类树林、草地，到河口近海的海草床

和海藻林，植被被认为是地球上诸多生态系

统的基础，发挥着维持生物多样性、固持碳、

调蓄洪泛等一系列关键生态功能。因此，修

复植被通常是修复退化生态系统的关键。

2021年至2030年也是联合国的“生态系统修

复十年”。

传统上，植被生态系统的修复往往围绕

治理植物入侵等外部干扰、改善水土环境等

开展，或通过种植目标植物加速植被恢复。

与此同时，学界普遍认为，植被恢复后，植食

动物、捕食动物也会按营养级自下而上逐步

自然恢复（又称“上行效应”），这就是生态修

复中的“梦境假说”（the“FieldofDreams”

hypothesis）。

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基于“上行效应”的

植被修复工程并不成功，有些在很长时间之

后仍不能恢复至自然植被状态。如何破解这

一困境，更为高效地推进植被修复，成为生态

系统修复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贺强团队通过构建和分析包含64个国

家、2594组实验的全球动物消费者效应数据

库和全球植物互作与恢复数据库，在全球尺

度上系统研究了植食动物对植被恢复的影响、

调控因素及管理措施。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

内，在处于恢复阶段的退化生态系统中，植食动

物对植被多度（某种植物在单位面积内的百分

数，也可理解为密度）和多样性的影响往往显著

不同于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食动物通常抑制植

被多度，提高植物多样性；而在处于恢复阶段的

退化生态系统中，植食动物对植物多度的抑制

作用通常更强烈，并转而显著降低植物多样

性。植食动物对植被恢复的这种抑制作用对人

工种植的植被及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尤为强烈。

研究还发现，在处于恢复阶段的退化生态

系统中，植食动物对植被的影响更易受到气候、

植物功能群、植食动物功能群等因素的影响。

在气温更高、降水更少的地区，植被恢复会

遭受更为强烈的植食效应；相比土著植食动物，

外来入侵植食动物、家畜可更强烈地抑制植被

恢复；虽然植食动物强烈抑制土著植物的恢复，

但通常不显著影响外来入侵植物的多度。

此外，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管理措施的研

究发现，通过暂时去除植食动物或重引入捕食

动物来控制植食作用，可使植被多度恢复增大

约1至4倍。

这一发现为当前在全球许多地区快速推进

的大规模植被恢复工程如何更好地实施提供了

参考，也为近年来有关通过恢复食物网结构而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和自维持能力的“营养级

再野化”倡议提供了实证支撑。

该研究由复旦大学联合云南大学、兰州大

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外20余家研究机构共

同完成。贺强教授为该论文通讯作者，课题组

研究生徐长林为第一作者。

复旦团队研究成果登上《科学》封面

破解生态修复“梦境假说”关键问题

柴可夫斯基古典作品混搭斯特柯夫斯

基的摇滚乐，舞者们在喧闹的迪斯科舞厅

里“跳芭蕾”，这样的“奥涅金”第一次见。

前昨两日，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

团的舞剧《叶甫盖尼 · 奥涅金》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上演，舞态恣意率性，表演极具张

力。上海是该剧首次中国巡演的第一站，

申城观众领略了“俄罗斯芭蕾新名片”的迷

人魅力。

舞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根据俄罗斯文

学家普希金的同名诗体小说创作，相比遵循

原著的改编，艾夫曼更重视以肢体刻画人物

的内心情感。在他的创作中，文学经典被灌

注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热情。艾夫曼的优秀

舞者用充满现代性的舞蹈语汇，再现普希金

创造的俄罗斯灵魂诗意形象——“神秘的、难

以预测的、无人能比的感性”。

汲取文学著作养分，生动展
现复杂的心理变化

在庄严而从容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

协奏曲》中，身着黑色正装和舞裙的男男女女

登场了。20世纪奢华舞会的场景中，奥涅金

与达吉雅娜宿命般地相遇。随即，穿越时代

的电吉他、电视、墨镜、皮夹克等现代产品频

频出现在舞台上，似乎除了主角们大开大合

跌宕起伏的情感线索，其他一切都和原著并

无关系  

文学巨著 《叶甫盖尼 · 奥涅金》 并非

第一次被搬上芭蕾舞台，“戏剧芭蕾”编导

大师约翰 · 克兰科早在1965年就将其改编

为三幕芭蕾舞剧。克兰科版的芭蕾作品极

具叙事美感，以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展

现19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情态与乡村平

民的生活。然而，艾夫曼却将普希金笔下

的主人公带到现代，喧闹的迪斯科舞厅

中，男女主人公摆脱不了那个不安与骚动

的世界。

艾夫曼汲取文学著作的养分，将人物身

上强烈的戏剧冲突与复杂的心理变化，生动

展现在舞台上，动荡社会加剧了戏剧冲突。

被历史洪流裹挟着，角色的性格越发极端化：

奥涅金碌碌无为却目空一切，达吉雅娜蜕变

得成熟世故，连斯基死后化为了主角心中的

“天使与恶魔”。全新的故事背景与复杂的角

色形象，赋予人物更深刻的解读，描摹了动荡

社会里的民生百态，刻画出灵魂迷失后的痛

苦挣扎。“这些故事容易引起共鸣，让观众从

剧中人物的渴望、矛盾、痛苦、挣扎、无奈、绝

望以至死亡中，找到情感宣泄的出口。”艾夫

曼说。

寻找更加广阔空间，深刻述
说人类的精神世界

鲍里斯 ·艾夫曼出生在阿尔泰边疆区的

小城鲁布佐夫斯克，曾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

院，修习芭蕾舞剧编导专业。1977年，圣彼

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成立，其艺术创作彻底

改变了观众对俄罗斯芭蕾的印象。艾夫曼以

独特风格解读文学经典，《安娜 ·卡列尼娜》

《第十二夜》《红色吉赛尔》《唐璜与莫里哀》

《罗丹》等作品连缀成了“心灵芭蕾”最光润的

珠串。

舞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时长约100分

钟，艾夫曼删除了情感过渡情节，简化了芭蕾

连接的步伐，却在剧中嵌入展示欲望、恐惧、

生死的梦境，带来最直接的视觉和情感冲

击。创新编排的舞蹈动作新颖迷人，动作之

间的衔接切换快得惊人。舞团演员展现了卓

越的舞蹈技术和强大的戏剧表演实力，一波

又一波将情绪表达和戏剧冲突推至极限。

在配乐上，艾夫曼别出心裁，将柴可夫斯

基的古典作品与斯特柯夫斯基的摇滚乐融入

背景音乐。时而舒缓优美的古典音乐碰撞着

尖锐刺耳的摇滚音乐，展现复杂多样的现代

情感，为舞蹈增加了感染力、冲击力。

“我全部的舞蹈创作就是为芭蕾寻求一

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寻找一种能够表达人类

精神生活的身体语言。”艾夫曼如是说。舞剧

《叶甫盖尼 ·奥涅金》创作于2009年，以今天

的眼光来审视，舞台灯光算不上炫目，舞台装

置更没什么神奇。有些场景里，台上甚至只

摆放一两件简单家具，将偌大空间都留给了

舞者。反观当下有些新创舞剧执着于舞美道

具的奢华繁复，追求着高科技的新奇诡谲，却

拿不出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说不好一个打

动人心的故事，不知道是哪里跑偏了呢？

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舞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国首演

现代舞蹈语汇描摹普希金笔下的诗意灵魂

■本报记者 宣晶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的舞剧《叶甫盖

尼 ·奥涅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舞态恣意率性，

表演极具张力。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供图）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讯（记者范昕）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
西方艺术大师中，少不了亨利 ·马蒂斯，这位现

代主义艺术巨匠、20世纪重要艺术流派“野兽

派”的创始人。自北京首展后，中国迄今为止马

蒂斯艺术生涯首次完整呈现——“马蒂斯的马

蒂斯”特展近日亮相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

分馆，从位于法国勒卡托-康布雷齐的法国北

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藏中，精选280余件

涵盖油画、雕塑、素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

籍插画、织物等多元媒介的作品与藏品展出。

这俨然马蒂斯自己为自己策划的一个展

览。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的馆藏核

心，正是马蒂斯在去世前两年捐赠的一批珍

品。马蒂斯不但为这家美术馆精心挑选展品，

还亲自参与美术馆展厅的规划，甚至精确到每

件作品的具体摆放方式。马蒂斯美术馆也是马

蒂斯生前唯一落成并亲自参与策划展陈的美术

馆。展览标题“马蒂斯的马蒂斯”，即突出强调

马蒂斯本人对于展览的“策划”角色。

遵循艺术家的人生与创作发展轨迹，展览以

11个章节展开，打开了马蒂斯或许不为人知的诸

多面向。例如，早年临摹作品集结亮相，让人们

得以窥见他如何通过扎实的技法训练，为此后的

关键性艺术突破奠定基础。其中，马蒂斯似乎特

别喜欢临摹夏尔丹。他用六年半时间完成的《临

摹夏尔丹〈鳐鱼〉》就出现在展览中。在广为人知

的油画、剪纸之外，马蒂斯更多的设计才能也在展

览中一览无遗。晚年主持旺斯礼拜堂设计，便是

马蒂斯的重要经历，这一过程历时四年，成果也被

其视为毕生艺术探索的结晶。展览通过展出的

《白色与金色十字褡模型》《旺斯礼拜堂的礼拜台

布习作I》等作品告诉观众，从建筑、壁画到玻璃

花窗、服饰再到礼拜用具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

体现了马蒂斯所致力追求的线条与色彩的完美

平衡。书籍插画同样可被视为马蒂斯的一大创

作领域，在这里他可以自如运用其掌握的所有创

作技法。展览展出了马蒂斯为自己参与的第一

本艺术书《马拉美诗集》绘制的多幅插图，以及为

1940年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法国艺术杂志

《Verve》创作的多期封面等。

展览最后的特别章节“马蒂斯、野兽主义与

中国现代绘画”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彩蛋，以

徐悲鸿、徐志摩二人由马蒂斯引发的笔战，牵出

马蒂斯及野兽派对中国现代艺术史产生的深远

影响。在此聚首的李骆公、刘海粟、常玉、关良、

丁衍庸、关紫兰等中国现代绘画名家的珍贵原

作，就是例证。借由对这一段中国当代艺术“史

前史”尘封一角的回溯，展览呈现了当时的中国

艺术家如何受马蒂斯的启发进行突破性的全新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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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艺术生涯在上海首次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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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展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