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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转播上千座位来了三千人
———昨晚德累斯顿管弦乐团参演艺术节侧记

! ! !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本届
上海艺术博览会的“重量级”展品
纷纷运抵兴义路 !! 号上海世贸
商城。今天上午，美国雕塑家沃德
克的两只憨态可掬的巨型奇异
鸟，被开箱吊装于艺博会大门外，
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这组由美国艺术家彼得·沃
德克创作的大型雕塑，高 "米，宽
#米，一蓝一红两个奇异鸟相对而
坐，每个重量为 $%&吨，材质为彩
色硅铜。沃德克以动物雕塑著称
于世，其动物造型圆润饱满，曲线
柔和优美。

堪称本届艺博会“镇展之宝”
的卡诺瓦《美惠三女神》，昨天就
悄然运入展区。$'世纪意大利著
名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的《美
惠三女神》是首度来到中国，被红
布笼罩着。记者获得展出方恒源
祥香山美术馆馆长陈明同意，揭
开红布，顿感惊艳。只见 (个美轮
美奂的女神似正从泉水出浴，相
互低头拥抱，呈现出一种交织式
的美感。她们青春、健康、柔和的

身体曲线，体现出雕塑家卡诺瓦
无懈可击的精湛雕塑技艺。三女
神来自希腊神话，分别是光辉女
神阿格莱亚、激励女神塔利亚和
欢乐女神欧佛洛绪涅。卡诺瓦的
这件代表作，据考证存世三套。第
一、二套大理石作品现存于俄罗
斯圣彼得堡冬宫和英国 )*+ 美
术馆，第三套则是卡诺瓦于 $'$,

年赠送给佩鲁贾·瓦努奇美术学
院的唯一石膏版本，为该学院的
镇院之宝。此次将在上海艺博会
亮相的，是意大利佩鲁贾·瓦努奇
美术学院根据第三套石膏像为原
模翻制的 -套青铜版作品中的第
一套。
记者还看到一些“易碎品”提

前入场，被细心地布置。璟通艺坊
的展区正在布置一些大型的陶瓷
作品，周国桢、白磊、白明、刘正等
人的原创陶艺作品，折射出中国当
代陶瓷艺术正突破传统工艺样式
的窠臼，进行着富有新意的探索。

从明天开始，上海艺博会将
向公众亮出所有底牌。

“三女神”和“奇异鸟”悄然而至
上海艺博会明天在世贸商城开幕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

（驻京记者 杨丽琼）
#$-件新西兰毛利人
的碧玉石料、碧玉饰
品、碧玉工具、碧玉武
器以及新西兰著名摄
影师布莱恩·布瑞克
$!&,年和 $!&! 年访
华时拍摄的照片，今
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
馆。为庆祝中国和新
西兰建交 ".周年，由
中新两国国家博物馆
合办的《毛利碧玉：新
西兰的传世珍宝》《布
莱恩·布瑞克：镜头里
的中国和新西兰》两
个展览今天上午开
展。
毛利人是新西兰

最早的居民。几个世
纪以来，碧玉一直被
毛利人奉为珍宝，是
荣耀和威望的象征，
联结着毛利人与其祖
先的精神世界。在地
质学上，碧玉包括软
玉、鲍温石和蛇纹石，而毛利人按照
颜色、透明度和斑纹等外观把碧玉
分为伊纳喀、卡胡朗伊、卡瓦卡瓦、
堂吉怀等种类。今天，美丽的碧玉也
为其他新西兰人所接受，成为整个
新西兰的文化瑰宝和国家象征。

布莱恩·布瑞克曾是唯一受邀
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
典的西方摄影师。这次展出他的 $(,

幅照片，对比展示了他于 #.世纪五
六十年代拍摄的中国和新西兰，其中
既有中国盛大的“五一”“十一”庆典
场面和新西兰壮美的山川风景，更有
两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
他拍摄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珍贵照
片，是首次在中国展出。

两个展览将举办至 #.$( 年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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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驻京见习记者 陶禹
舟）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流失海
外一直是国人心头之痛。影星成龙
昨日在北京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了
电影《十二生肖》道具“十二兽首”，
以此形式呼吁珍贵遗失文物尽早回
归祖国。
捐赠仪式上，成龙表示，重塑的

新十二生肖兽首是一种类似“瓶中
信”“时空胶囊”的象征符号，虽然无
法与遗失的珍贵文物十二兽首相提
并论，但它们记录了一代人对文物
保护的尊重。成龙说，“对圆明园遗
址的保护和文物回归，一直十分关
注。”早在三年前他就想拍这个题
材，在电影里把国宝拿回来。将于
$#月上映的电影《十二生肖》正是
对这一愿望的实现。影片清晰地传
达了一个信息：人类共同的文化资
产，不应该因私欲而被盗窃掠夺。

据悉，为了最大程度接近原品，
电影《十二生肖》成立了由文物学者、
艺术家、电影美学家、工艺师组成的
工作小组，历时 "年精雕细琢而成。

成龙向圆明园捐赠
!新十二生肖兽首"

新片《十二生肖》
以文物保护为题旨

! ! ! !本报讯 /通讯员王
宗双 记者朱全弟0 昨
天晚上，崇明新海镇跃
进牛棚港“牛”味十足：
牛鼓舞、牛体彩绘、时
尚奶牛、激情奔牛……
这些“牛”里“牛”气的
环节，全面诠释由牛棚
港引申而来的牛的精
神、牛的文化。由崇明
县文广影视局、旅游
局、教育局以及新海镇
政府共同主办的 #.$#

牛棚港涂牛节上，大型
实景演出《瀛洲传奇》
同时举行，讲述自崇明
岛形成以来，崇明先人
从围海造田拓荒开始
的传奇故事。
牛是人类的朋友，

在中国五千年的农耕
文明中，牛一直是任劳
任怨、不计回报、无私
奉献的象征。艺术涂牛

则是近年来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大型
公共艺术活动。此次举办的牛棚港
涂牛节，以国际艺术涂牛为载体，并
充分融入牛棚港特色牛文化，将野
性与艺术的融合、激情与优雅的碰
撞，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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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因租约到期，尔冬强
艺术中心今天迁出田子坊。昨天下
午 ( 时开始，尔冬强组织了一场
“#"小时诗歌马拉松”，以作告别。

尔冬强是第一批进驻田子坊
的艺术家，一度几乎成了田子坊的
象征，但随着租金的上涨，艺术中
心的面积已经缩小了一半。据透

露，尔冬强在中秋节前收到通知，
说房屋需要整修，租约结束后不再
续约。最终尔冬强决定放弃田子
坊，重新找地方，今天下午 ( 时诗

会结束后，在田子坊待了 $#年的
尔冬强艺术中心将迁往石龙路。

诗会以前复旦诗社社长韩博
专场开始，分为“复旦诗派”“影响

你一生的诗歌”“陈村和他的朋友
们”等专场。尔冬强表示，筹备 #"

小时诗会时，他曾打算用 $#年里
中心举办过的活动海报把墙壁贴
满。后来他推翻了这个想法，改以
白墙示人，“四面白墙和留下的空
间，我希望由诗歌来填满。”

（闻逸）

租金不断上涨 文艺被迫远走
尔冬强艺术中心今迁出田子坊

! 世纪广场上观众兴致勃勃地欣赏实况转播的德累斯顿乐团音乐会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卡诺瓦!美惠三女神"

! 成龙在捐赠仪式上 图 12

! ! ! !尽管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
在近 &年里来上海演出过三次，但
是，昨晚的第四次访沪音乐会，仍
然受到了上海乐迷的欢迎。开场
前，记者在上海大剧院的观众大厅
感受到，乐迷们对这台音乐会显得
十分期待。这是人高马大的著名指
挥家蒂勒曼上任该团音乐总监职
位后，率领这支老牌乐团在上海听
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情感饱满 层次丰富
音乐会的上半场很短，只演出

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
德》前奏曲和其中的唱段音乐《爱
之死》，连在一起的演奏只有 #.分
钟左右。音乐从遥远的深处飘出，蒂
勒曼似乎并没有发挥他强壮的力
量，只是双手轻柔地挥动，牵引着旋
律形成清晰的线条向前伸展。前奏
曲部分，萦绕在耳畔的音乐低沉阴
郁地在波动，直到《爱之死》片段被
引出后，乐队的声场才显得初成规
模。这段音乐的情感容量十分饱满，
蒂勒曼通过迟疑不定的处理，来表
现游离、彷徨的情感复杂性。

广场转播 观者踊跃
走出温暖如春的大剧院，雨后

的夜晚袭来秋的寒意。来到南京东
路世纪广场，却见两块大屏幕前被
铁栏围起的观众席，足有九成的上
座率。此时，下半场的布鲁克纳《第
七交响曲》已经奏响。在大剧院里，
只能看到蒂勒曼的指挥背影。坐在
广场上，看到镜头对着他的正面，
沉浸在乐曲里的表情变化与肢体
动作被特写画面放大，伴随着音乐
倒是颇有音画感。一对中年夫妇在

栏杆外站了很久，边看着大屏幕边
说说笑笑。记者在一旁搭腔，男士
是在百货公司搞行政管理的，他说
看过蒂勒曼五年前在上海音乐厅
指挥慕尼黑爱乐的音乐会，“那次
可以说是激情四射，所以对他的印
象非常深刻。听说他又来了，特地
去大剧院买票，可是低价票早就卖
光了，##'.元的票是买不起的。前
几天从晚报新闻里看到世纪广场
有转播，我们也没有弄到票。不过，
站在这里也是一种欣赏。”

免费感受 精彩实况
世纪广场的音响效果，低频含

糊不清，高频严重失真，当然无法
与大剧院内听现场的质量相比。不
过，大多数观众显得兴致勃勃，因
为安安静静地听，旋律的层次还是

相当清晰的。毕竟是同步直播，能
免费感受到德国老牌乐团的精彩
实况，十分值得。一会儿，天空飘洒
雨丝，观众席里顿时绽开伞花朵
朵，工作人员又赶紧送上雨披，让
大家一阵感动。幸亏雨不大，只是
有点冷，所以，有的观众干脆穿上
雨披用来御寒。几十米外的南京东
路上，有人摆起了游动卡拉 34自
娱自乐，这边是布鲁克纳的音乐，
那边是《沙家浜》的“智斗”唱段，交
织在一起，颇有阿庆嫂与古典乐
“华山论剑”的意趣。还好，卡拉 34

的功率不大，进到观众席里，就只
成几点杂音淹没在德累斯顿管弦
乐团的庞大声场中了。

数千观众 分享盛事
也有观众陆续离座，主办方干

脆把栏杆放开一个入口，不用门票
也能入场。看到那对中年夫妻终于
也坐进了马上变得几乎满座的观
众席，突然有一种欣慰涌上记者心
头。有人约略统计后说：“这次广场
直播音乐会有近千个座位，但是，
观众约有三千人次。”其实，观众人
次岂止这个数字，栏杆外这里一群
那里一群，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观
看，不计其数的人分享到了音乐会
的盛况。一名始终在大屏幕下像卓
别林一样模仿着蒂勒曼指挥动作
的流浪者，也兴奋地手舞足蹈了将
近两个小时。

学生乐团 表演动人
上海大剧院内的音乐盛宴结

束了，主办方又在世纪广场上呈上
一道“风味小菜”：黄浦区大同中学
的学生交响乐团登台了。这时，已
是晚上九点半。学生们第二天还要
上课，但是，为了让观众等候正在
从上海大剧院赶来的乐团演奏家
们，他们一直到了音乐会结束才上
台表演。几十名学生摆开了阵容，
《梁祝》《匈牙利舞曲》……一首首
中外乐曲的音符飘散四周，为霓虹
闪亮的南京路添上了绚丽的色彩。
匆匆赶到的德累斯顿管弦乐团的
几位演奏家，也站在舞台一侧饶有
兴致地聆听，乐团首席马蒂亚斯·
沃龙还走到舞台中央，对着掌声四
起的观众席说：“小乐手们的表演
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我们共同用
音乐，使得上海这个夜晚格外美
妙。此时此刻，我们真切地希望能
尽快重返上海，再与大家共度美好
的时光！”

资深记者 杨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