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不久前，由上海中华艺术宫主办，为
期半年的“海上延伸———!"#$上海艺术
家联合大展”落下帷幕。这个有 #%&位艺
术家参加的展览，我是受邀策展的，主办
方最初就明确了此展要求，要全面反映
上海艺术当下生动活跃的面貌。“海上延
伸”，一是接“海上画派”的文脉，延伸“海
派精神”（展览的第一单元就是 !新海

派"），正如丁立人先生所言：“‘海上延
伸’既是上海延伸出来的，又是延伸到海
上的，是无限没终止的。”精神矍铄的丁
立人先生 #'(&年出生，是参展艺术家中
最年长的。

对于靠人多势众形成好大喜功的展
览，我其实是非常警惕的。就如我警惕
“海派”被滥用，动不动就提“海派”，
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下，显出大惊小怪的
小家子气，尤其当我们尚未看清上海艺
术今天的贡献与成就，总把“海派”挂
在口头，不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且
胸襟与眼界都显狭隘，所以，我一直强
调“海派”不能变成地方主义的海派，
更要警惕吃祖上荣耀老本的狭隘。

在展览后记中，我对“海上延伸”做
了三个层面的阐释：“其一：‘海上’是上
海的别号，表达的是开阔、开放、开明的
现代性与兼容、包容、宽容的共生、共存、
共荣；其二，‘申’是上海的简称，‘伸’让
简称上海的‘申’带上人字边，暗喻了对
人的关注、关切、关怀，更意在让艺术的
独立个体个性创造精神自由彰显，充满
活力的生成并持续生长；其三，延，就是
让‘申’带着人的精神气质不断持续，如
宽广辽阔的大海一样无限伸延。‘海上延
伸’让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上海，延展
出人的证明，证明人在上海的生命力度、
文化深度、价值高度，证明新时代的上海
新境界。”
“海上延伸”展的 #%&位参展艺术家，

是那些与上海艺术当下发生着各种各样
关联的艺术家，参展年龄从 (&后到 '&

后横跨半个世纪，展现的是一个开放、开
阔、共生、共存的艺术生态圈，由此构成
了上海包容、多元的艺术文化谱系。那些
说上海艺术家不爱扎堆、不合群，反成为
举办“联合大展”的重要理由。这样的展
览，其实，更有助于显现出上海艺术个性
独立、形态多样、观念多元的生动面貌，
以及伸延无限的可能。

参展艺术家上海美协副主席周长江
指出，可以把近年来这么多在搞探索的
艺术家，融合在一起做一个称之为全方

位的联合。这也是符合这个时代的，体现
上海这座都市应该具备的文化品质和艺
术精神。

参展艺术家、上海美协副主席邱瑞
敏则谈到在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上海
就是一个艺术很活跃的城市。那个时代，
上海的各种的流派、画会非常多，上海的
各类的艺术院校也非常多，留下了许多
精彩的作品。上世纪 $&年代末起，上海
作品就有一种比较新颖的姿态出现，展
现了上海的各个艺术家的强烈的艺术个
性，一直延伸到现在。
“海上延伸”展针对进入 !# 世纪的

上海当下艺术状貌，截取表现活跃的艺
术形式，开放性地梳理了上海当下艺术
的八大板块并构成了八个展览单元，依
次为“新海派中国画”“上海新古典”“上
海抽象”“绘画新语”“装置·观念·图片·
影像”“都市水墨”“都市景观”。借此，通
过上海艺术生态层面的多重案例，展现
了既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联，又有现象
学意义上的文化形态切片。“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艺术圈，更多的是独立自主的个
体状态，创作个性的自由彰显。不设门
户之见，不画地为牢设圈子，不以资
历、年龄论身份。正如参展的旅美前辈
艺术家查国钧所说“数十年的游走，很
难确定自己是什么身份，就如上海人的
身份，就是混合身份，上海是一个可以
模糊身份的城市。”参展艺术家上海美协

副秘书长丁设强调：“这种特有的上海身
份也是不可替代的。”青年参展艺术家庞
海龙感动展览的“没有圈子文化，没有行
业壁垒，没有隔阂。”艺术最重要的品质
是独创性，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中国艺术的现当代经历了早期饥不择食
的模仿阶段后，如何走出跟仿、拷贝，
走出过度商业驱动的复制、山寨、急功
近利，不从众、不抄袭，走出耍滑头、
钻空子、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的愚蠢陋
习与发展误区，从而获得真正的原创，
已成为时代的考验与人性的挑战。

参展艺术家仇德树再次提出了职业
画家生涯所坚守的“独立精神、独特风
格、独创技巧”的“三独”主张，深情
回顾少年宫的时候，“学到的第一句话也
是我唯一记得的一句话，就是‘画一幅
最新最美的画’。‘新’应该就是和人家
不一样，别人没有画过的；‘美’应该从
人文精神来解释，起码感受心灵上的健
康……”

通过“海上延伸”展，看到的不仅
是上海艺术的形态各异和多元并蓄，还
可以看到上海艺术的资源流动与开放配
置，看到新时代对开放精神双重变奏的
再度诠释，就是汲取外力的创新与激活
内力的传承。它既是“海派无派”的上
海叙事，也是有容乃大的世纪伸延，并
由此确保了上海艺术文化气质与美学品
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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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上演了一场 《移动的风景》 当
代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传统
音乐会在表演与欣赏两个维度
上，往往只偏重听觉体验，当
晚的音乐会彻底打通了听觉艺
术跟视觉艺术，达到了“视听
合一”的艺术新境界。

作为本场音乐会的导演，浙
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青年教
师张昕，参与了演出视觉创作的
每一个环节，因此视觉创作得以
完全遵循作品音乐结构和创作手
法，使得当晚演出的视觉呈现跟
音乐作品的内在结构完美地统一
了起来。例如《牧歌》《哈尼禾泥》
便是在使用一体化结构和简约创
作技法的前提下，实现了在舞美
设计上的极简主义。
音乐会结束后，除了张昕本

人的三首作品，包括温德青和徐
孟东在内的两位作曲家，都对当
晚现场舞美和（视频）投影给予了
高度评价，他们对这种“视听合
一”的当代音乐作品感到由衷的
满意。
演出现场，上交演艺厅舞台

中央高悬的圆形投影幕布下，接
续了一个正三角的斜垂布景，斜垂沿着 )形台，直铺
到一楼池座的观众席。一部部当代室内乐新作品搭配原
创的多媒体动画影像，通过简洁明快、凝练大方的舞台
投影，近距离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尤其是坐在一楼池
座靠近舞台的观众，几乎是完全置身于当晚的现场演出
当中，在空间感上构成了整场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台上的 !!位演奏家与台下数百名观众实现了相互
交错、无缝对接，跨越了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主体与客体
之间的天然屏障。
音乐会以《牧歌》开场。该曲是一首为长笛与打击

乐而作的二重奏，作品当中有马林巴、大锣、铃束、咚
咚鼓等打击乐器的综合运用，来自浙江音乐学院西洋打
击乐专业的青年教师徐文嘉一夫当关；担纲长笛独奏的
则是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长笛专业的青年教师刘宗
琴，她现场吹奏出的长笛气音、吐音等，气息流畅、技
巧艰深。搭配投影乌云密布的雷雨“一线天”，随后画
面转向鲸鱼、水母、雪山之巅的流动造型，最后一团祥
云飘过、天色渐暗。在这部作品的尾声处，长笛独奏吹
出旋律优美的音乐乐段，而打击乐独奏的马林巴敲击同
样悦耳动听、耐人寻味，在一次次循环往复的音乐渐弱
之后作结。
当晚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来自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

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孟东创作的《惊梦》。该曲开篇是一
段木鱼的连续敲打，配以巴松管和长笛的轮番独奏，加
上京剧女声念白，兴味盎然、气质出众。而京剧男声念
白的加入更是将这种独特的中国古风古韵予以淋漓尽致
地表现。当晚这最后一曲《惊梦》，将全场音乐会带上
了最高潮，演出圆满成功，获得了包括台上演奏家、视
觉艺术家，以及到场观众朋友在内的好评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