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第 !" 届奥斯卡金像奖上
揽获最佳男主、最佳剪辑、最佳音
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等四项大
奖，全球票房累计达到 #$%亿美
元，超越《毒液》《蚁人》《头号玩
家》《碟中谍 &》等影片取得
'(") 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第 &

名的好成绩……记录传奇乐
队“皇后乐队”的音乐传记电
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于
*月 +,日登陆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这部
影史上最卖座的音乐剧情
片到底有多“传奇”？

有故事
《波西米亚狂想曲》是对

皇后乐队、传奇主唱佛雷德·摩
克瑞以及他们音乐的致敬盛宴，
这是一段充满爱、痛苦、接纳和音
乐的旅程。故事从 -!%(年皇后乐
队组队讲起，娓娓道来。

片名《波西米亚狂想曲》，是
皇后乐队最经典的一首歌，也是
乐队的成名曲。在海外，其实这首
歌比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
.011 2345 637（摇滚万岁）》和《./
82/ 9:/ 4:8;<03=>（我们是冠军）》
还要火爆，是英国史上目前销售
量最高的单曲。光《波西米亚狂想
曲》封面拍摄的姿势、构图，就被
后人不断模仿。这首歌因为制作
复杂，还成为当时制作成本最高
的歌曲，一首歌近六分钟，分为序
曲、歌谣、吉他独奏、歌剧、硬摇
滚、尾声，没有副歌，没有重复，完
整听完六分钟，犹如投身了一场
诗和幻想的波西米亚狂想。后来，
他们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不断探索、实验，在硬摇滚和重金
属中不断加入歌剧、民谣等多样
的音乐元素，才创造出一个个只
属于皇后乐队的传奇经典。

很传神
电影中复刻了皇后乐队的最

高光时刻———-!)? 年“拯救生
命”大型摇滚乐演唱会。超过
%,((( 人的温布尔登球场，-& 个
小时，全球 -!亿观众观看直播，
为挣扎在饥荒中的非洲难民筹集
到 ?(((万美元的巨款。即使是迈
克尔·杰克逊、麦当娜、@,、披头
士、鲍勃·迪伦，一个个如雷贯耳
的名字，都仅仅只有一首歌的表
演时间，而皇后乐队整整表演了
近 ,( 分钟，足以证明乐队在国
际流行音乐界殿堂级的地位。
《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大的成

功可以说就是对摇滚史上最生猛
华丽的 ,(分钟的“还原”。从上场
开始，男主角拉米·马雷克就对摩
克瑞的每一个动作进行了“重
现”，包括每一次挥拳和咧
嘴，甚至从板牙和着装

都一模一样。场景

中所有可见的物品，小到钢琴盖
上的那几杯可乐、啤酒，大到整座
球场，也都和现场录像中的一模
一样。有人曾问拉米·马雷克，你
是如何揣摩摩克瑞的风采的，他
回答说：“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听
他唱过的歌———因为，他的灵魂
还在那些歌里。”拉米对角色原型
的极致还原，不仅让他在这个颁
奖季摘得金球奖、金像奖最佳男
主角两尊大奖，更让观众惊叹：
“仿佛在大银幕看到了传奇主唱
佛莱德‘复活’！”

新体验
过去的这个周末，当拥有极

致视听的 ABCD版本让观众身临
其境，让皇后乐队再一次用温暖
而澎湃的音浪穿破苍穹，叫人赞
叹连连的时候，首次亮相中国大
陆的 E42//=D 特殊制式放映，更
是刷新了观影体验，+%( 度三面
屏让人完全沉浸在传奇主唱佛莱
德·摩克瑞带来的热浪与感动中。

通过独特的表现形式，
E42//=D版能为观众呈现更富有
情感的舞台镜头，比如当有着强
烈节奏感的“C=39:/2 F=/ G09/>

9:/ H7>9”《又干掉一个》一曲出现
时，左右银幕华丽的照明与佛莱
迪·摩克瑞交相辉映，带来如梦似
幻的现场体验；比如在欣赏佛莱
迪·摩克瑞嗨翻全场时，还可以通
过左右银幕观赏到布赖恩·梅等
乐队其他三人的演奏场面；比如，
当影片高潮来临，画面转变成好
似身处 IJK一般，屏幕下方还会
同步显示歌词字幕，环绕的立体
声下，观众会不自觉地合着皇后
乐队的标志性节拍，一同跟唱，享
受音乐带来的美妙时光。

首席记者 孙佳音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由中央美术学
院主办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
现代美术（-!--L-!M!）”大展正在龙美术
馆（西岸馆）进行巡展首展，展览聚焦 ,N

世纪前半叶的留学法国艺术现象O以及这
批留洋的艺术先驱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深
远影响。

此次展览由主展与两个专题板块组
成，共展出 M(余位留法艺术家的 -&(余
件绘画、雕塑作品以及研究资料，其中 M(

余件展出作品来自龙美术馆，更多参展作
品则来自近 M(家公立美术馆、私立美术
馆以及家属、藏家的收藏。

当年，留法艺术家诸如徐悲鸿、林风
眠、刘海粟、常书鸿、常玉、潘玉良等大多
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为
+(世纪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类别和新的
观念，奠基、开拓、改变、丰富了 +(世纪上
半叶中国美术的发展。

史料记载，-!** 年 M 月 + 号在法国
巴黎常书鸿的居住地博迪南路 -&号，“中
国留法艺术学会”成立，这是 +(世纪 *(

年代由中国留法艺术青年发起的艺术组
织，也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不得不提的
一笔。参与者既包括绘画、雕塑、音乐、建
筑等艺术专业，也有攻读地质、物理、化学
等学科的留法学生。常书鸿在发表于《艺
风》第二卷第八期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成立经过》中写道：“为了要稳固我们的基
础、发展我们对外的事业起见，我们似乎
需要一个相当的组织。”直至上世纪 ?(年
代，该团体先后聚集了常书鸿、刘开渠、曾
竹韶、王临乙、吕斯百、唐一禾、滑田友、潘
玉良、吴冠中、赵无极、吕霞光等 ---名旅
法艺术家。除此之外，“阿博洛美术研究
会”“北大画法研究会”“中华美育会”等学
会，成为了中国先驱艺术家们的重要阵
地，这些活跃在中国 +(世纪上半叶的重
要群体，共同推动了 +(世纪中国美术基
本面貌的形成与发展。
“先驱之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对 +(

世纪中国美术基本面貌的形成进行再回
望、再研究的系列展览之一，将时间界定
在 -!--至 -!M!年之间。-!--年见证了
首批中国留法艺术家的起程，构成了一
个不附属于历史学的独立艺术史纪年。

策展人红梅表示，这场展览是想探
讨 +( 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中国美术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一批先驱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探讨他们所采用的不同路
径与方法，一类是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和
写实主义的现代性诉求，一类是接近于
西方早年的现代主义诸画派的现代性诉
求，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等，两条
不同的路径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主要策展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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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渊）昨晚，余隆执棒
的上海交响乐团在“馄饨皮”（上交音乐
厅）带来陈其钢的《江城子》和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这次演出特邀日本东京歌剧院合
唱团加盟。

陈其钢的《江城子》取材于宋代文豪
苏轼为悼念亡妻而作的同名词作，是一部
为民族女高音、合唱与交响乐团而作的作
品。创作这部作品对陈其钢而言是种挑
战，在他看来，《江城子》所表现的是一个
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与寄托，诗意又空
灵。而将于 &月出版的上交首张由 HP全
球发行的唱片中则将收录中国作曲家陈
其钢的《五行》和《悲喜同源》。
无论是《江城子》《五行》或是《悲喜同

源》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余
隆看起来这些“古意盎然”的作品不但不
过时，更是中国作品在世界亮相的鲜明标
识。在排练《江城子》时，酷爱中国文化的
日本合唱团团员就在拼命记录，只可惜
要领悟总是差一口气。于是余隆给予点

拨：“要达到曲中意境可以想象一团墨在
宣纸上化开的情形，就像中国画，有泼墨、
有留白。”

始终致力于将中国作品推向世界的
余隆，现如今几乎每一次国际亮相都会或
多或少“夹带”中国元素。一周前，余隆在
美国执棒纽约爱乐乐团乐季音乐会，中国
作曲家赵麟的为大提琴、琵琶与管弦乐队
而作的协奏曲《逍遥游》就被乐评家认为是
演奏出了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般闪耀的场
景。而由他开创的“中国农历新春音乐会”，
也正从最初纽约爱乐的试水，到如今成为
世界南北半球共同的“音乐习惯”。
在余隆看来，中国作品要走向世界，

就需要像老一辈作曲家陈其钢、叶小纲，
或是年轻一代作曲家周天、杜韵那样，懂
得将中国文化“翻译”成国际化的音乐语
言。“越能提炼中国文化，越能走向世界。
中国作曲家要多多创作与中国文化身份
相匹配、蕴含中国基因的作品，这才是真
正的文化自信。”

中国基因融入西乐
交响合唱古意盎然
日本合唱团体会“一团墨化开”的意境

他们改变了近百年的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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