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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为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拉上大幕的莫斯科新歌剧院
歌剧《伊戈尔王》，昨天下午率先面
向市民，登上了城市草坪音乐广场
的舞台，先行为本届艺术节“艺术
天空”板块谢幕。此番，艺术节以歌
剧压轴，旨在延续今年市民文化节
普及歌剧艺术的宗旨。

今年艺术节主推的“艺术天
空”板块，打破了剧场的围墙，让精
彩剧目在广场、草坪、商圈、社区等
公共空间亮相。迄今不到一个月，
已上演了 #!台、"$场公益演出，来
自 %$个国家和 $个省市、自治区
的近 &'''位演职人员参演，约 !(

万人次的观众沉浸其中。独唱与乐
队合作的《伊戈尔王》“先遣队”亮
相草坪舞台，更是为“艺术天空”画
上了精彩的句号。
《伊格尔王》是作曲家鲍罗丁

与斯塔索夫合作编剧，以俄国文学
经典《伊戈尔王出征记》为基础谱
写的歌剧，也是俄罗斯国民乐派歌
剧的代表作。昨天，“先遣队”还演
奏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的歌剧选
段和交响曲。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
裁王隽表示，本届艺术节以歌剧压
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歌

剧是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其
包含的艺术形式有声乐、器乐、戏
剧（剧本与表演）、文学（诗歌）、舞
蹈（芭蕾与民间舞）以及舞台美术
等，是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也是
文化软实力的检验指标之一。

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认为，
“放眼全球，歌剧往往是国际大都
市的文化标杆。一流的歌剧院以及
演出机构和演出场馆，总是伴随着
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的。”
如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之于纽约、英
国皇家歌剧院之于伦敦、维也纳国
家歌剧院之于维也纳、米兰斯卡拉
歌剧院之于米兰……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长期担任星期广播音乐会的主持
人，今年以来，他主持了六七场歌
剧艺术普及音乐会。其中，一场星
广会通过广播传输，就惠及 %'余
万听众。今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推
出的“上海市民歌剧艺术普及计
划”首场演出，也是歌剧院为班底
的“中外经典歌剧赏析”，)''多位
市民现场参与，&万多名观众通过
网络视频了解了中外歌剧及其常
识。王隽表示：“让更多市民在歌
剧中成长是一个长期目标。”

首席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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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不是特地回顾! 我可能

并不会想起艺术节还有福建文化

周和匈牙利文化周! 也不会想起

马林斯基剧院和国家话剧院的演

出哪家更一票难求"马未都在#艺

博讲堂$上的演讲!从大英帝国博

物馆的免费故事讲到美国华盛顿

博物馆群! 从个人的收藏经验讲

到 !"年来的办馆心得!他分享的

是外国的经验! 收藏的却是最中

国%最传统的东西"东方和西方在

艺术上的并列%融合以及冲撞!就

好像传统与现代的相斥% 相扶与

并存一样!或许早已经稀松平常"

我们已不再把这些当回事情!这

或许正是一件好事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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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新歌剧院将为艺术节拉上大幕

“王”的先遣队
亮相“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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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在草坪舞台

演出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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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绘画、
戏剧、表演、电影……东西方的文化
积淀因艺术的交流而生机勃发。上
海国际艺术节为东方和西方的艺术
家们构筑起了理想的安乐窝、艺术
的实验室。在这里，不分国籍和种族，
我们用艺术共振全人类的共通情感，
为上海的天空点缀出明亮与缤纷。

东西名家 汇聚上海
本届艺术节初始，东西名家就

汇集上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戏剧学院主办的“世界城市文化论
坛上海论坛”，吸引了来自纽约、伦
敦、巴黎、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
波哥大、首尔、东京、新加坡等世界
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香港、台北和
大陆其他城市的专家学者、业界人
士和文化官员，在申城，他们共同探
寻如何用文化重塑“独特”的城市气
质。本届艺术节收官阶段，“节中节”
金玉兰国际木偶节盛大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宾朋齐聚申城。第三届
国际木偶艺术论坛，还邀请到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主席
达地和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会长
李延年这样的重量级嘉宾，一齐为
观众越来越少的木偶戏找出路。达
地尤其强调，这一代木偶剧演员“要
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也要
吸取世界各地的优秀经验，这样，作
品才会不断进化。”

经典现代 直接对话
如果说东西方艺术家同台竞技，

那么艺博会或许是最好的舞台。今年

艺博会上还有很多展品体现了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缘分。今年主
题雕塑《生命之树》的创作灵感来自
于中国志怪古籍《山海经》中连接天
地的神木，雕塑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呈
现了水、陆、空动物，这件作品以黄铜
点缀珐琅制成，又可以说是现代工艺
与远古文明的直接对话。今年首次参
展的自比利时安特卫普艺术画廊，带
来了许多欧洲经典老油画，其中包括

梵高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展览现场
还有一幅陈丹青为海派巨匠程十发
的弟子、比利时华裔艺术家姚逸之画
的肖像油画，该画创作于 %*)"年，记
录了两位好友当年的一段友谊。

理念碰撞 思维开放
艺术不是一加一的单调游戏，也

不是答案唯一的严谨解读，东方和西
方的理念碰撞，撞出的是激情四射的

头脑灵感，此番诸多在沪举办的艺术
展览，很多都是多元跨界、结合历史
与当下的视觉盛宴，这也考验着观者
的理解能力和国际化的接受程度。

本届艺术节期间，多板块、多主
题、东西方艺术理念碰撞的艺术展
览，无一不在引导着欣赏者的开放
思维。《叶锦添：流形》大展，并没有
仅仅展示香港设计师叶锦添的服饰
设计，而是搬入两个大型时尚人偶，

呈现他在多个艺术领域的创作成
就，展示艺术家头脑中的繁华图景，
让观众以全新的视角看城市人与城
市的故事。刘海粟美术馆的墨西哥
雕塑家哈维尔展览———《气与灵》，
每一件作品的制作都费时费力，旨
在唤起观众对自然和模糊的维度空
间进行深入思考，观众的冥想是观
展的秘密钥匙。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