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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计划"暨青创周拉开帷幕

为青年实现艺术梦想搭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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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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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花艺草"插花艺术展

时间 "#月 $$日%$&日

地点 上戏红楼 "#$

"

识相###中国脸谱互动转

媒体展

时间 "#月 $$日%$'日

地点 上戏端钧剧场前厅

"

音乐剧场$霸王%

时间 "#月 $(日

地点 上戏新空间剧场

"

昆剧$长安雪%

时间 "#月 $)日

地点 上戏新空间剧场

"

新媒体后戏剧剧场集$重构%

时间 "#月 $'日

地点 上戏端钧剧场

!扶青计划"暨青创周节目推荐

看得见的莫扎特 听得到的芭蕾舞
现代芭蕾舞剧#魔笛$昨上演

! ! !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
术创想周昨天拉开帷幕。一周时间
内，“扶青计划”!部委约作品、"#部
邀约作品和青创周数十场演出、展
览、大师讲座、工作坊等活动将在上
海戏剧学院及沪上多个表演艺术空
间轮番上演。
作为艺术节的品牌活动，“扶青

计划”已步入第 $年，青创周也步入
第 %年，每年都有很多艺术家因为
在“扶青计划”暨青创周这个平台的
亮眼表现走上世界舞台。今年，这个
青年艺术家的孵化营、原创首演的
聚集地持续发力，进一步鼓励青年
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
造中进行文化创造，不断提升文艺
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书写出人生
的华丽篇章。

创新的舞台
开幕第一天，多部“扶青计划”

的委约作品已经纷纷在上戏亮相，

有以沉浸式戏剧表现手法呈现的小
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有追求清
澈心境的现代舞作品《寂静之上》，
有在“扶青”舞台首度呈现中外艺术
家同台演出的新音乐戏剧《饥饿艺
术家》，还有探寻潜意识的装饰戏剧
《空盒游戏》，充分展现了年轻人丰
富的创造力。

在越剧《再生·缘》中（见左上
图），镜框式舞台的演出方式被彻底
打破，上戏新空间剧场被改造成了
一个由铝箔覆盖的方形空间，演员
和观众同处其中，演出可能在观众
身边的任何一个位置进行，观众可
以近距离地按照各自的视角自由观
看演出。故事还是以原著《再生缘》
中孟丽君、皇帝和皇甫少华三人之
间的情感故事为出发点，但主创团
队再续了原作者陈端生未完成的结
尾，赋予了孟丽君追求广阔天地、不
愿服从封建思想安排的现代独立女
性形象。剧中，吉他、小提琴、三弦三
种乐器与人物一一对应，创造出了
三个风格鲜明的音乐意象。

既是“扶青计划”的委约作品，
又在开幕当天连演 &场，《再生·缘》
导演张磊感慨地说：“因为有‘扶青
计划’我们才敢尝试这样的作品，毕

竟它还不是成熟的商业作品，如果
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可能要等几年
之后才会开始去做。是扶青让我有
了动力和胆量去创新，用一种截然
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传统戏曲。”张磊
透露，作品在“扶青计划”平台亮相
以来，已收到不少邀约。

传承的戏台
“扶青计划”和青创周的主阵地

都在上戏，学生的加入让这里的观
众相对其他板块的活动更年轻，而
年轻化也是戏曲等传统文化在传承
中一直在追求的方向。上戏教授、策
展人杨青青就在上戏端钧剧场策划
了一出《识相———中国脸谱互动转
媒体展》（见右上图），意在传承戏曲
之美、脸谱之美。
展厅内悬挂了若干经典京剧人

物的脸谱，摆台上设置了一组跨界
插花艺术作品《“花”旦与小生》，京
剧中的花旦与小生由上戏青年教
师、花艺设计师亓季松设计成四款
瓶花，花旦“戴”着由绣球菊、玫瑰、
情人草、山鸡毛等组成的头面，活灵
活现；小生则由竹叶、玫瑰和孔雀毛
等构成，充满东方神韵之美。
展厅另一侧设置了一个互动装

置空间，空间内有一个交互投影装
置与脸谱矩阵，当观众移动时，所有
的脸谱会朝着观众“看”；投影屏幕
上，不同的白描京剧人物造型在变
换闪动，观众可以在屏幕显示的空
脸人物上直接用手指画脸谱。杨青
青还找到上海京剧院合作录制了不
同京剧人物的唱段视频，一旦观众
把大致脸谱画出来，系统会马上认
出这个人物，京剧脸谱就会变成上
海京剧院的演员，唱起一小段该脸
谱人物的经典曲目。

当杨青青问起 !'后学生最喜
欢什么时，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回答
她：表情包。于是，展厅内的若干小
电子屏循环播放着杨青青的学生制
作的脸谱动图和表情包。她说：“我
策划了多届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青创周展览，每次参与的年轻艺术
家都特别多，好作品也很多，他们参
与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化，在用年轻人的方式将它
传承下去。”

孵化的平台
今年 (月，首届“华山杯”上海

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启动，本届
青创周也在实验剧场前厅设置了

《工作台———上海首届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大赛成果展》。现场展示了高
校学生、毕业生以及青年设计师设
计的文创产品，大赛旨在通过大赛
挖掘潜力设计师，利用华山创意产
业园的平台优势将获奖设计师推向
更广阔的业内平台，本身也是一次
从设计到作品，从作品到产品，从产
品到销售的商业实验。
大赛共设置一道必答题一道自

由题，其中必答题的题目为马克杯，
参赛者对马克杯进行外立面图案设
计，且作品中必须含有戏剧元素。展
览现场，一张长条形的工作台上摆
满了马克杯大小的纸筒，观展的观
众们可以随意拿起画笔在纸筒上现
场进行艺术创作，完工后的纸筒也
将作为展品的一部分放置在工作台
上，供其他观众欣赏。
对于设计师来说，工作台往往

是艺术开始的地方，打磨、历练、精
益求精，是所有设计师的必经之路；
而“扶青计划”和青创周之于青年艺
术家，就如同工作台之于设计师，它
给了年轻人一个包容的环境，一次
可以试错的机会，一段艺术生涯开
始腾飞的起点……

见习记者 赵玥

! ! ! !“如同一部魔幻剧一般，把我们
带入童年如诗般纯净的仙境，而后
又以精确、严谨的仪式给予我们启
发。”这是贝嘉创作《魔笛》时许下
的承诺，而昨日，情景再现。

为纪念舞团创始人、现代芭蕾
之父莫里斯·贝嘉逝世十周年，根据
莫扎特歌剧改编的现代芭蕾舞剧
《魔笛》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舞者自由进入童话、寓言，穿梭于童
话与仪式的世界中，踏着音符将莫
扎特的奇思妙想延伸到肢体，每一
个舞步、每一次旋转，向世人展示恋
人之间的神秘谜团。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创始人

莫里斯·贝嘉在其 $'年的编舞生涯
中创作了超过 (''部作品，其中大
部分有着极高的质量，堪称“现代芭
蕾之父”。不过在其一生的无数优秀
作品中，《魔笛》却是他最喜欢的。

贝嘉在年轻时就萌生了改编
《魔笛》的想法，直到人生晚年，在
感觉自己的人生阅历、芭蕾知识足
够成熟后，才着手改编心爱大师的
作品。他倾尽心血为《魔笛》创造了
一个奇幻又充满哲理的舞蹈世界。
无论是从对柏林爱乐 )!$(年录制

版本配乐的选择，还是到编舞处理
上将现代芭蕾与音符的融为一体，
贝嘉把《魔笛》成功转变成一部叙
事芭蕾舞剧。

昨晚上演的《魔笛》延续了 *+

年前该剧诞生时的理念，同时在灯
光和服饰上进行更新，使得舞剧本

身能在保持风格的同时更加贴合现
代语言。舞团的现任艺术总监吉尔·
罗曼遵循贝嘉的艺术风格和精神，
注入崭新的编舞，并进一步“让音乐
可视化，让舞蹈音乐化”，让舞蹈姿
态展现并延伸音乐的微妙意境。

本报记者 朱渊

! ! ! !艺术曾经只是圈内事# 第

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

台周围汇聚着越来越多 $圈外

人%的身影&彰显着'全民艺术%

之风刮遍申城#

今年看的第一场艺术节演

出是赵梁的!舞术"# 满心以为

这场'没有剧情&只有戏剧性%

的先锋派舞剧& 未必会得到满

堂彩#但当演后谈时&一位女孩

站起来提出&'最后那一幕后面

的背景上若是有幅狂草& 一定

特别有感觉%#

共青森林公园户外的舞台

上站的演奏家来自捷克国家交

响乐团& 上演的是古典音乐&台

下站的是抱着孩子的妈妈和

情侣等普通市民#

台下人知音&台上人亲民&

艺术节已渗入普通人的生活&

成为人民大众的节日#从市中心

的剧院到远郊公园&上海的每一

寸土地正浸染着艺术的芬芳&孕

育着蓬勃的艺术未来# 吴旭颖

全民艺术

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