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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艺家 特约艺评

! ! ! !上周，三大艺博会、
上海双年展，还有各大
美术馆的专题展。再加
拍卖公司预展，各画廊
开幕展等大小展事，各
路兵马，齐聚申城，上海滩俨然成为一个艺术
的狂欢地。
西岸艺博会和 !"#$%&，开办至今已五六

届，今年互为犄角，同时发力，大牌画廊林立，
明星艺术家成群，大家以更加年轻开放的姿
态，更加丰富的内容吸引观众。穿着时尚的俊
男倩女，更将这里视为时髦“网红”打卡地。尤
其姑娘们，纷纷在朋友圈自拍刷屏，证明自己
挺立潮头，走在艺术潮流的最前端。

画廊、拍卖行、艺博会从来是艺术市场
的三驾马车，相互帮衬，共同发展。每年一度
的艺博会更是艺术市场的“嘉年华”，富商巨
贾、艺术家、名流显贵、收藏家、画廊和美术
馆等机构，聚集一堂，热闹非凡。像每年瑞士
巴塞尔艺博会，私人飞机停满这一边境小
镇，明星大咖络绎不绝。展会现场熙熙攘攘，
配套服务相当完备，各大美术馆期间纷纷推
出专题展览，还有青年艺博会等搭车艺术活
动，观众川流不息。艺博会期间，人口仅有
&'万的巴塞尔小城，一下子迎来几十万世
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专业观众，顿时灯火通
明，百业兴旺。这就是典型的艺博会效应，如
今在美国迈阿密和中国香港都有巴塞尔的
品牌展事，相当成功。

另外，知名艺术家与国际大牌画廊的组

合，最能体现艺博会的品质和水准。同时，通
过艺博会，将大家的知名度影响力传播出去，
这样的叠加效应是画廊和艺术家最为乐见
的。所以很多艺术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大
好秀场，像此次村上隆等许多大牌艺术家都
来到了现场，和粉丝们合影留念，甚至周杰

伦、刘嘉玲等影视明星也不甘寂寞，到场观
展。另如佩斯画廊的大卫·霍克尼、劳申伯格
等大牌艺术家，豪瑟沃斯画廊的路易丝·布尔
乔亚等，都是多年来“三驾马车”努力运作的

结果。可谓“众鸟相与
飞”，艺博会成为一个大
秀场，大家都很卖力。
艺术的胸怀，就是

海派的胸怀。今年海上
艺术周如火如荼的态势，与国际拉近距离，直
追香港的架势，也纷纷为业界看好。天南地北
赶来的朋友们都羡慕不已，说还是上海好。亦
安画廊的老张“北漂”十多年，这次干脆表示
要“奔回上海”了。这种一边倒的声音也算是
对此次艺术周的最佳褒奖。

好像傅雷先生说过，我们越了解西方，越
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我们走向世界，其实
世界也在走向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两
者同样关键和重要。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以
“西式大餐”为主打的艺术盛宴上，上图端出
的一盘“中式点心”———《缥缃流彩》特展，竟
出乎意料地大受追捧。即使时尚达人们也很
识货，一致叫好，日日观众爆棚。无问西东，兼
容并蓄，也许这才是一种文化自信。关键是，
当下的我们，究竟能拿出什么来。

艺术大咖、明星、时尚潮人汇集的海上艺
术周，像是一场艺术界的时尚盛宴。叱咤“上
海时装周”多年的“野生”摄影师“鸡毛姐”，那
几天也穿梭于秀场人群中，不时地端起相机
“咔嚓咔嚓”。她插着鸡毛的怪异造型，总是引
来人们围观，甚至保安的驱赶。姐本人说，姐
玩的也是当代。

! ! ! !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两秒钟时间，我用手
机抓拍了罗素·杨。

他应该是对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情
有独钟的，但他将丝网印刷引入了另一个世
界，他并不讨论“复制”的意义，而是深入到表
情的死角，观察到气质背后的忧伤和流逝。
罗素·杨，一个看上去很有征服感的艺术

家，他不像安迪·沃霍尔在爱和虚无之间挣
扎，他喜欢在半夜的加州海水里冲浪。他绝口
不提创伤，他只提他周遭世界的寒冷，养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北英格兰，或许
是阴雨的天气逼他去美国，投入加州的温暖。
但我相信还有更深的因素，他的身世是漂泊
与远离的理由，西部牛仔的果敢生成了他直
视生命的勇气。

在他的作品前驻足五分钟，你就会发现
一个规律，女明星几乎都是超级艳丽，人生
都涂满了各种色彩，或冒险或丰富；而男明
星不是有力量感的，就是叛逆十足。罗素·杨
还故意把原作放大，让观者贴近明星的肌
肤，感受隐秘瞬间里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挪
用艺术”的语汇是二度创造的基础。罗素·杨
试图捕捉的是原作背后往往被忽视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使用死者或与他不是
一代人的摄影作品，对于 %$世纪流行文化

的重新定义，让他的丝网印刷版画有了历史
的厚重感。他就像一个用显微镜关注时代肌
理的学者。
当然，罗素·杨每时每刻都充满感性，他

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他的再创作下，玛丽
莲·梦露眼神与嘴角里的骄傲呈现了不可捉
摸的虚幻，而凯特·摩斯像一头小鹿，在毫无
安全感的幽深之处尽显慌张的妩媚。他再造
的鲍勃·迪伦在霸气里带有几分年轻的怯懦，
而“猫王”和戴维·波依则是从警察局拿来的
照片。罗素·杨擅长用“钻石尘”来营造冰冷的
氛围，他一不小心成了西方造星时代潮起潮
落的守夜人。

罗素·杨最有名的摄影作品之一，是为
英国流行巨星乔治·迈克尔的个人专辑
《()*+,》拍摄唱片封套，抓住了后者不为人知
的躲避的一面。罗素·杨的偶像是鲍勃·迪
伦，迪伦有一个习惯，在欧洲巡演时，喜欢一
个人骑着摩托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
市。在其中一个城市，罗素·杨有整整四天
为偶像拍照。
每个人都能成名 &-分钟，这其实是个很

滑稽的悖论，一切都将流逝。正在上海艺仓美
术馆举办的罗素·杨“造星时代”波普艺术大
展证明了这点。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8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文艺评论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个重建
“明星世界”的征服者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当
我
们
面
对
伊
丽
莎
白
金
奖

老张说，我要奔回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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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周听了一场公益性质的音乐
会，发现台上钢琴家竟然是伊丽莎
白头奖获得者。额手称庆之余，又堪
称奇遇。
对听众来说，凡是免费或低价

的音乐会，便可以看作为公益性质
的。大家都明白名声越大票价越高
的商业规律。“便宜没好货”的市场
经济定律，乐坛也不会例外。

但即便是低价，这场音乐会事
先宣传之低调、之谦卑也让人大跌
眼镜———它几乎不能算是一场“标
准的”音乐会：它的听众坐满也只
有 .$$人；它的节目单不是单独印
制的，而是与其他 &/场音乐会一
起编辑在同一份节目单上；而这 &'

台音乐会分布的时间跨度长达九
个月，这说明它们相互之间完全没
有因果联系；登台的 %0位艺术家
来自 &&国；节目单上每个人的简
历林林总总，多半没啥亮点。我注
意到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便都是
年轻音乐家。
节目单设计很幽默，封面上印

了“未来大师”四个字。言下之意这
些音乐家将来会很有前途。其实大
家都明白，将来如何，谁都不好说。
像郎朗、王羽佳、张昊晨那样的钢琴
娇子，人间本就不多。平时，我们更
多看到的是年龄虽渐长，声望却渐
弱的职业音乐家。
但是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
鲍里斯·吉尔特伯格———一位

出身莫斯科的以色列年轻钢琴家，他是
%$&.年比利时伊丽莎白国际钢琴比赛金奖
获得者。
台上的演奏，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灵

巧有力的触键，气势宏大的感染力，干脆利
落的八度以及迅速变换的乐思，分量很重的
一套音乐会曲目显示他娴熟的个人技巧以
及对这场音乐会的充分准备。严肃而没有任
何多余动作的台风，传统得不像他的年纪。

果然，不能小觑“伊丽莎白”。
据说现在全世界国际钢琴比赛

有三百多个，每家每届都会产生一
位金奖。换言之，大约每天能产生一
位金奖获得者。
从统计上来说这没错，但伊丽

莎白金奖与其他金奖不一样。
赛事一多，便有优劣，便会产生

排名。而排名的因素，有规则的严谨
与否，有比赛曲目的难易程度，也有
评委的公正程度。布鲁塞尔的“伊丽
莎白”与波兰的“肖邦”，莫斯科的
“柴可夫斯基”，英国的“利兹”，美国
的“范·克莱本”一起被称为五大国
际钢琴比赛，不仅有历史成就，也有
现实证明。钢琴家都明白，在这几个
高水准国际比赛中哪怕得一个第
六，也好过其他比赛的第一。
艺术有高低，艺术赛事同样有

高低。
因此，作为听众，虽然我们不

必对金奖顶礼膜拜，但对含金量高
的金奖，如果未能给予重视，我们
很可能失去一次欣赏美乐的机会。
我很好奇这位金奖获得者是怎

样看待这场音乐会的。他在那天的
演奏，完全够得上在正规音乐大厅
里的一场高价票水平，够得上各种
媒体一起上阵的造势手段。他似乎
完全没有在意到之前我提到的所有
简朴至极的一切，完全奉献出了自
己的才华和实力。
好在那天在现场，出席听众把

观众席坐得满满的，人人脸上都带
着兴奋。这让我一下就感觉到进入
了一个隆重的场所，让人欣慰。

记得 &$年前一位八十多岁的
英国老太太曾经对我说过：“一个钢
琴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得了大奖，就
像他驾着小船沿家乡的小河来到出
海口，眼前是充满危险的惊涛骇浪。
这就是他将要面对的前途”。这位老

太太叫范尼·沃特曼，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利
兹国际钢琴比赛创
办人与评委会主席。
老人的话充满睿智，
也充满现实。

或许，这位莫
斯科出生的以色列
钢琴家也听过同样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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