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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天的时间里，第二十三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断上新，来自世

界各地的人们共享这幅艺术秋景图。

在那些日夜更迭的艺术舞台中，在无

论晴雨都如火如荼的现场，在海内外

各类文化互联互通的时刻，传统的艺

术可以是时尚的，先锋的艺术中也有

所承继。而这一切，都在被每一个个

体见证，我们从这些人的故事中看到

独属于艺术节的“辩证法”。

一群七十多岁的艺术老
友：“我们就期待这一刻”

《正红旗下》是北京人艺驻演上海

的最后一场戏，濮存昕提前两天到上

海排练，他说，在新的舞台，面对上海

的观众，要找到“舞台的尺寸”。

今年艺术节为市民们奉上一个个

新的舞台，观众也感受着崭新的“舞台

的尺寸”。艺术节开幕，便是一场从白

天奏进黑夜的音乐马拉松。十月初正

午的太阳还很浓烈，打着遮阳伞、头戴

遮阳帽，一群七十多岁的老友便早早

抵达上海展览中心的户外舞台，他们

是小学同学，欢声笑语中入座观众席。

陆女士穿着最鲜亮，也最活泼，面对记

者的采访她笑着说：“本来就爱好艺

术，自然要来上海国际艺术节，节目年

年都精彩，所以哪怕天那么热，我们都

有兴趣来。”瞿先生则显得更“激进”：

“哪怕下雨下‘铁’我们也要来！”

从小学同学到艺术老友，他们的

友谊延续了几十年。暖场时正在播放

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瞿先生立马说出

曲名，“正中靶心”，其他朋友默契地笑

起来。他们告诉记者，近几年每年都来

艺术节过过瘾，“我们就期待这一刻”。

而到了黑夜，温度凉下来，观众席仍坐

得满满当当，乐声在夜色中格外迷人。

从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响曲的首个音

符响起，到“贝九”大合唱，一天九部贝

多芬，长达7个多小时的演奏，这群老

友表示：“我们能够坚持，当然就要跟

舞台上的乐团一起坚持下去。”

法籍华人女中音歌唱家
伍艾：“与观众的距离近了”

刮风下雨怎会抵挡艺术家与观众

之间的双向奔赴？从室外走进室内，换

一种舞台式样，仍不失艺术之爱。今潮

8弄5号楼L2室内空间，法籍华人女中

音歌唱家伍艾与法国史诗乐团正在进

行他们本届艺术节的首场演出，市民

们团坐在舞台前方与左右两侧，静静

欣赏着巴赫、亨德尔以及维瓦尔第等

音乐大师的经典之作，而此刻室外正

大雨如注。谈起这场演出，她仍难掩激

动，“那天下着很大的雨，原定在室外

的演出移到室内，虽然场地变小了，但

是我们感觉与观众的距离变近了，整

个音乐会的氛围浓郁又亲切，这是我

们没有想到的。”另一场在金山的演出

也是突遇暴雨，但仍挡不住亲子爱乐

者的热情。“那场音乐会让我们所有

艺术家为之沸腾，很多父母带着孩子

来听音乐，他们静静地欣赏，结束后又

热情欢呼。我们热泪盈眶，这些三四百

年前的巴洛克经典之作，好像在中国

看到未来了。”伍艾说。

贝尔格莱德青年学术合唱团指挥

德拉加娜 ·约万诺维奇站在上海城市

草坪音乐广场的舞台上，担忧地望着

绵绵细雨中的观众席，首场演出是否

会因天气而告败？不会的，观众们陆

续在门口排队入场，穿上艺术节发放

的雨披在草坪上坐满，当掌声如约响

起时，德拉加娜说：“我真的很惊讶，没

有人介意天气，他们就是想听音乐！”

北京人艺演员王茜华：
“上海总是让我眼前一亮”

贝尔格莱德青年学术合唱团是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黑山科托尔国际

艺术节的签约项目。当这支合唱团在

上海艺术节的绿地、商圈和高校舞台

上唱响中文的《康定情歌》与塞尔维亚

语的《啊朋友再见》时，城市另一边，科

托尔艺术节总监雷特米尔 ·马蒂诺维

奇正在为黑山的“中国舞台”张罗节目

单。“我正在寻找最原汁原味的中国传

统戏曲或是中国民乐，那也是欧洲观

众的‘心头爱’。”这位艺术总监本身也

是位钢琴家，已在上海演出长达18年

之久，年年不落。在他身上，艺术没有

边界，也没有国界。

法国长笛演奏家让-马克 ·古戎在

舞台上对《茉莉花》《小河淌水》等中国

经典乐曲驾轻就熟，走下舞台后去逛

进博会的“非遗客厅”了。上次来上海

还是2019年，他对中国有点想念。他感

受过东氏针灸与推拿，又被非遗揩漆

技艺吸引。坐入桌台，非遗传承人蒋中

庆介绍揩漆的制作步骤，他饶有兴趣

地试做着每一步。长柄状的木贼草用

于打磨生漆，古戎将其放在指甲上轻

轻摩擦，充分感受后再用竹制掭棒配

合木贼草打磨生漆，如同对待乐器一

般。另一用于打磨的砂叶产自苏州，这

让坐在旁边的德国大提琴家汉斯 ·克

劳迪乌斯 ·莱佩蒂颇为激动，他用一口

流利的中文说：“我就在苏州交响乐团

工作，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苏州制作揩漆

了！”在桌面上的成品漆器里，古戎一眼

相中了1930年代“上海弄堂”的纹样，

蒋中庆用布袋包好赠予他并说“设计

时带有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折中的

想法”，古戎温和地用中文说“谢谢”。

以艺术节为原点，上海向所有人

敞开。记者在开幕式现场碰到一位观

众，原定演出日期他还在外地，但是得

知演出延期后从外地匆匆赶回，要来

现场“碰碰运气”，他笑道：“如果不能

成为4000名现场观众之一，就与大家

线上相见。”北京人艺演员王茜华从上

戏毕业已有28年，从彼时的华山路

360号到当下演出的上音歌剧院，她觉

得“上海一直在敞开，总是让我眼前一

亮”。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珏也是

上海看着长大的囡囡，成长于衡复音

乐街区，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而后在

香港创建音乐事业，她说：“《繁花》中

的上海让我激动，而现在的上海更是

繁花似锦。希望通过两个城市的艺术

交流，让年轻艺术家们碰撞出更多火

花。”还有欧洲艺术节协会主席扬 ·布

里耶斯，这是他第七次来沪，他见证了

上海二十多年的成长，眼神分外坚定：

“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必须有蓬勃深厚

的文化支撑，这也是我眼中的上海。”

——他们眼中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以艺术为原点，上海向所有人敞开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闭幕演出，昨晚在俄罗斯指挥家图

冈 ·索契耶夫的执棒下，中国钢琴家张

昊辰联袂慕尼黑爱乐乐团，在捷豹上海

交响音乐厅上演了一场俄式风情十足

的音乐盛宴。

“回家演出的感觉很不一样，很庆

幸能成为上海顶尖艺术盛会闭幕演出

中的一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范 ·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钢

琴家张昊辰与乐团一起带来柴可夫斯

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以下简

称“柴一”）。早在2018年，张昊辰曾与

里卡尔多 ·夏伊率领的琉森音乐节管弦

乐团一同亮相艺术节舞台。这次，他与

慕尼黑爱乐一起用激昂动人的旋律写

下名团在上海的新篇。

昨晚，张昊辰以充满力量的弹奏，

诠释了“柴一”这部最为大众所知的钢

琴协奏曲之一。他在一个月前因意外

导致手指骨裂，如今依然绑着绷带，但

坚持登台表演。“也许乐观和意志是一

剂最好的良药。”张昊辰直言，“我感觉

手指奇迹般地恢复得很快，目前演奏起

来没有不适，主要也是因为对音乐、对

舞台的热爱，以及不想辜负乐迷的期待

等因素在支撑着我。”尽管他与慕尼黑

爱乐联排的时间很短，但也激发出了新

鲜感，这位年轻钢琴家希望把“柴一”丰

沛的音乐能量传递给听众。

继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

等接连到访申城后，慕尼黑爱乐乐团奏

响了本届艺术节“古典乐天团”进行曲

的尾声。慕尼黑爱乐成立于1893年，以

其卓越的音乐品质和广泛的曲目范围，

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指挥家图冈 ·

索契耶夫为昨晚的艺术节闭幕演出选

取了三首俄罗斯作品。“近年来，我与慕

尼黑爱乐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

在演绎俄罗斯音乐方面表现出非常出

色的天赋。”音乐会上半场奏响柴可夫

斯基的《波兰舞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

协奏曲》。《波兰舞曲》选自歌剧《叶甫盖

尼 ·奥涅金》，从平静的忧郁到令人屏息

的激情，充满抒情色彩的音乐偶尔点缀

着恰到好处的装饰性音符，展现出浓厚

的气派与庄重感。音乐会下半场，乐团

带来听众耳熟能详的《天方夜谭》，这部

管弦乐组曲取材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也是尼古拉 ·里姆斯基-

科萨科夫最受欢迎的作品。

作为一支积淀丰厚的名团，乐团还

在前晚上演了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

的鸿篇巨作《c小调第八交响曲》（以下

简称“布八”）。在很多乐迷心中，慕尼

黑爱乐被认为是“演奏布鲁克纳的王

牌乐团”。1979年至1996年，领导乐

团的罗马尼亚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克与

慕尼黑爱乐相互成就，从迟缓凝重的

速率、清晰澄澈的声部、细致入微的

层次到悠长圆融的轮廓等音乐处理，

当时乐团演奏布鲁克纳的实况演出获

得了高口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布鲁克纳

200周年诞辰。“此次在上海舞台奏响

‘布八’，我们感到很幸福、很满足，因为

得到了沪上乐迷热情澎湃的回应，演出

间隙，我们也得知上海有专门的布鲁克

纳乐迷博客社区，大家都对古典音乐很

有研究”。慕尼黑爱乐团长保罗 ·穆勒

表示，乐团自2013年起常来中国演出，

“此次在艺术节的两场音乐会也会成为

我们心中的美好回忆，说定了，我们以

后会经常来上海！”

张昊辰手指绑着绷带登台，联袂索契耶夫执棒的慕尼黑爱乐带来艺术节闭幕演出

“乐观和意志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昨晚，捷豹上海交响音

乐厅，图冈 ·索契耶夫执棒慕

尼黑爱乐乐团奏响交响组曲

《天方夜谭》。同一天，舞剧

《俄罗斯的哈姆雷特》、舞台

版歌剧《唐璜》、肢体戏剧《俑

立千年》、《春之祭》（非洲

版）、原创话剧《暖 · 光》、莎

拉 · 张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来自地球的钢琴诗》宋思衡

多媒体沉浸式音乐会等多台

演出在申城各大剧场上演，

璀璨的艺术辉映出城市最美

的模样。

至此，第二十三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落下帷幕。

在这个艺术的金秋，近80个

国家和地区、国内27个省市

自治区1.6余万名艺术工作

者，用370余项、1600余场高

品质、高流量、高能级演出展

览活动，吸引线上线下超千

万人次参与。这场全球艺术

盛会的骄人数据从何而来？

“坚持国际性、艺术性、人民

性和创新性带来了显著成

果，为艺术节构筑人类不同

文化交流互鉴的世界级平台

提供了坚实的信心支撑，也

为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

最佳实践地增添了又一生动

注脚。”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中心总裁李明表示，作为中

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标杆性节

庆活动，本届艺术节以打造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为目标，在推动中外交流、引

领文艺发展、加快文旅融合、

提升全民美育、塑造城市形

象等方面着力。

名家名团的“必选项”

当金秋的艺术风潮掠过

黄浦江畔，全球名家名团如

约而至。维也纳爱乐乐团、马

林斯基交响乐团等交响天

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阿库 ·汉姆舞团等顶尖舞团，

ART021、《对话透纳：崇高的

回响》等展博览，让艺术爱好

者足不出“沪”就能以“国际视

野”眺望世界顶级艺术。据统

计，今年主板56台演出中，

境外演出约占六成。各类演出在沪首演比

例近九成，其中22台国内原创剧目开启

上海首演。展博览的首展比例达85%。

依靠强大的全球演艺资源配置能力，

本届艺术节推出了全新的名团合作模式：

柏林爱乐和北京人艺的“上海驻演”模式，

让“上海主场”声名远扬。北京人艺在上

海，是一次集演出、艺术教育、专题展览、

主题研讨会、文创开发、联合党建于一体

的驻演“新形态”，是一次全方位、多角度、

高能级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这一创新之

举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柏林爱乐、北

京人艺的演出一票难求，活动报名踊跃。

新模式的溢出效果明显：伦敦交响乐

团、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德国邵宾纳剧院

等名团纷纷将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

站”或中国巡演“第一站”放在了上海，让

上海“全球艺场”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艺

术节今年依托大数据作出的观众画像也证

实了这一点，极具独家性的“上海驻演”和

“唯一一站”，吸引了约24%的外省市观众、

约8%境外（含港澳台地区）观众来沪。“丰

沃的文化积淀、艺术节品牌的集聚效应，夯

实了上海成为海内外名家名团‘必选项’

的基础；艺术节平台则是各方艺术愿景的

承载首选。”李明说。

全球演艺全产业链要素集聚上海。包

括国际演艺协会、欧洲艺术节联盟在内的

2000余名业界嘉宾、全球500余家专业机

构汇聚本届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与国际

对话。演艺大会期间共达成近

600项合作意向。在第四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年会

上，白俄罗斯、北马其顿、墨西

哥等国家的6个机构新进加

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目前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

的186家成员机构，艺术节“朋

友圈”不断扩大。

原创力量的“试金石”

许多院团愿意将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平台当作自身

作品的“试金石”和走向国际

的“出海口”，是因为这里的演

艺市场运作规范、观众艺术素

养深厚，而艺术节厚植城市艺

术土壤，让这两者互为表里、

互为因果，写下了艺术和城市

双向赋能的新篇章。

艺术节成为传统文化创

新创作的“竞技场”。从呈现宋

代美学画卷的开幕式演出舞

剧《李清照》，到让文物“活起

来”的舞剧《敦煌归来》、肢体

戏剧《俑立千年》，再到体现浪

漫诗歌精神的昆剧《诗宴 · 唐

才子传》、京剧《薛涛》等原创

作品都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最新成果的生动答卷。

艺术节亦是现实题材守

正创新的“检验站”。本届艺术

节既有展现五十年城乡沧桑

巨变的话剧《生命册》，又有聚

焦乡村振兴的话剧《温暖的味

道》，还有大国工业题材的音

乐剧《逐梦》等现实题材力作，

让主旋律题材讲述有了新样

本。此外，同期举办的“与时代

同行 与人民同心”——上海

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将

上海各大院团的原创佳作集

中呈现。

艺术节更是青年新锐培

植未来的“孵化池”。艺术节通

过“扶青计划”“专业展演板

块”，持续为青年新锐拓展成

长空间。“扶青计划”今年共推

出9部舞台艺术作品、2个视觉

艺术项目。而三项专业展演板

块活动中既有展演也有比赛，

在上生新所、今潮8弄、胜利电

影院等年轻人聚集的潮流打卡

地一展风采。艺术节更通过国

际演艺大会进行推介，助力优

秀原创作品站上世界舞台讲好

中国故事。

文化惠民的“获得感”

本届艺术节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助力全市化身艺

术大舞台，让上海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在剧

场内外、街头巷尾随处都能沉浸式感受丰

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遇见美、感知美。

用文化惠民编织城市艺术经纬线。

在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站在

“新十年”起点的“艺术天空”重磅打造“非

凡贝多芬”户外交响音乐会，创下上海户

外景观演出新纪录。68台126场境内外

优秀剧目覆盖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让

“过一条马路看一场戏”成为常态，让公园

绿地、潮流商圈等都成为艺术表演的场

地，更让“早班晚艺”成为年轻人汇聚的时

尚生活方式。优质演艺资源不仅同城共

享，更是外溢至江苏无锡、浙江南浔、安徽

黄山等分会场，使长三角人民同享共乐。

以城市为背景打造社会美育大舞

台。艺术节将最优质的艺术内容作为城

市美育的养分，通过33台94场“艺术教

育”活动覆盖各年龄段观众。名家大师走

进复旦、上戏等高校以及各个社区，开展

大师课、艺术导赏，使整座城市都成为感

知美、认识美的大舞台。此外，艺术节还

提高了公益惠民的力度，不仅多轮推出近

8000张优惠票销售，更携手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与“英雄联盟”共同推出“爱艺术”

公益项目，通过16场活动让更多特殊人

群能没有障碍地享受艺术。艺术节的澎

湃动力推动优质艺术资源溢出，走进进博

会的艺术空间，让世界与中国，艺术和精

彩，汇聚在申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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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黑色的皮肤在昏黄的灯影里
泛着光泽，他们奔跑着，满台湿润的泥
土在脚下翻飞。剧院外，上海气温大
跳水，然而看到这段舞蹈的人，嗅到了
春天大地爆裂的生命气息。《春之祭》，
斯特拉文斯基在1913年作曲，皮娜 ·

鲍什在1974年编舞，现在，由来自非
洲14个国家的舞者唤活了这部作品
里呼啸的生命力量。

塞内加尔舞者杰曼 · 阿科尼最早
在巴黎歌剧院看到舞者跳这支作品，
她从中看到了故乡，闻到了非洲土地
的气味。多年以后，阿科尼成为一手
创立非洲现代舞教育体系的“舞蹈教
母”，她在76岁高龄时，带领非洲舞者
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复排皮娜的《春

之祭》。又是5年过去，曾各奔东西的
非洲舞者重聚，从塞内加尔的海边到
伦敦萨德勒剧院，再到上海，无论脚下
是非洲的沙滩还是亚洲的泥土，这些
狂舞的黑色身体制造了如此强烈的意
象：仿佛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和皮娜
的编舞是为他们而生的，一股从土地
里、从血肉里迸发的原始之力，冲破了
种族和文化的区隔。

在《春之祭》的演出前，阿科尼表
演了她的代表作《礼敬先祖》。她年过
八旬，身材依然高大、健美，在舞台上
迈出的每一步坚定极了，她裸露手臂
上的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80多岁
的她当然不可能拥有18岁的身体状
态，但这无关紧要。她的身体，以及那

些来自非洲不同角落的姑娘、小伙的
身体，在《春之祭》和《礼敬先祖》相遇
的时刻，在不同族裔和文化的交点上，
完成了一次关于非洲的自我言说。

阿科尼的祖母是西非约鲁巴地区
的女祭司，她最初的舞蹈训练是约鲁巴
的祭典。剧院里没有篝火，她在身边撒
下泥土和鲜花，庄严地穿行于舞台，这
舞蹈既是亲人之间分享，也是在人生天
地间的祈祷。她的舞蹈动作里能辨认
出来自约鲁巴传统戏剧和祭仪的身段，
但这无关异国风情或民俗，非洲遥远
的传统毫无痕迹地加入欧洲当代的音
乐和舞蹈，如同一场自然的对话。

非洲年轻人舞出的《春之祭》是更
强烈的表达。在非洲复排皮娜的作

品，本意不是“让非洲艺术家搭上欧
洲文化的快车”。正相反，皮娜对西方
文化存有激烈质疑和反思，而阿科尼
很早就从这个作品的野蛮的生命表达
中，辨认出非洲的文化和信仰。也确
实如她所料，接受过传统非洲舞蹈训
练的孩子们，与《春之祭》相遇时，
他们从不熟悉的动作里爆发了非凡的
活力——在一场关于生命的对话里，
洲际、族裔和文化的藩篱是多余的。

阿科尼始终难忘父亲完成自传
后说的一段话：“愿这世间所有人，不
论出身和信仰，都能领悟到彼此互相
成就，并因此达成对话，瓦解偏见。”
她促成的这一版《春之祭》何尝不是
这样呢?

柳 青

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互相成就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昨晚闭幕。图冈 ·索契耶夫、张昊辰与慕尼黑爱

乐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带来一场俄式风情十足的音乐盛宴。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细雨中观众热情不减。 制图：李洁
 古戎与伍艾一起观赏“上海弄堂”纹样的吊坠。

▲黑石公寓香港弦乐团音乐快闪，路人洋囡囡即兴起舞。（均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