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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 !"#艺术园区里，好几家画廊正为
空间里摆放着展览的作品提心吊胆，这些艺
术作品体量巨大，价值千万，一群参观中的从
事传统领域创作的艺术家，因为好奇心大发，
忍不住伸手去触摸这些当代艺术作品，当即
遭到了画廊工作人员的坚决制止，场景顿生
尴尬。

当代艺术作品可以摸吗？这其实是个伪
命题，因为绝大部分挂在博物馆、美术馆、画
廊里展出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触碰的，因此，
“不能摸”的禁令，不仅仅限于当代艺术作品，
也针对传统书画、雕塑作品。当然，斥巨资纳
入囊中，使之成为私人收藏的艺术品除外，拥
有者对于私人物品想怎么摸就怎么摸，爱怎
么把玩就怎么把玩，旁人无权干涉。古代文人
士大夫之间还有互相观摩藏品的风雅之趣。

但是为什么摆放在美术馆、画廊里的当

代艺术作品就那么惹人好奇，频频遭人下手
呢？相比较材质单一的传统艺术，当代艺术作
品所采用的材质相对丰富多样：有用旧衣
服包裹起来的巨大雕塑，有把麦田里的稻
草芦苇照搬而来的一块土地，有挂在墙上
的被劈开的竹篾，还有几千万张宣纸打成纸
浆做成的长 $%米的孔洞，仿佛连接着过去与
未来……对于缺乏当代艺术视觉经验的人而
言，当目睹作品时所激发出的好奇心，大大地
超越了“不可以触碰艺术品”的已知戒律，产
生摸一摸艺术品的想法便不足为怪了。

&%'$年，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两个小男孩
跑到护栏里，用力拉扯和摇晃一幅玻璃展品。
一分钟后，展品被扯下一大块，碎落在地。这

幅作品其实原名叫《天使在等待》，是这位艺
术家专门为她刚出生的女儿做的。在之后的
讨论中，艺术家把这个破损的作品还是原样
保存，然后改名叫做《折》，并且未向破坏者要
求赔偿。

在苏黎世当代美术馆里，笔者曾经亲耳
所闻，梵高自画像跟前的两位游客嘀嘀咕咕
欲伸手摸画上的烟雾的笔触。可见对于现当
代艺术作品油然而生的好奇，其实是一个世
界性问题。

当代艺术的核心是自我经验的表达，自
我意识的投射，这直接决定了它是非常具体
的，也决定了它的受众的特定和有限。受众能
否理解和分享艺术创作者的意图，直接取决

于受众和作者之间是否拥有类似的经历和
思维方式。于是，有些当代艺术作品又会强
调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性，甚至现场观众的反
映也进入艺术家的观察领域，成为作品的一
个组成部分，比如在刘海粟美术馆进行的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上科
技和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就需要观者的主动
参与。然而，这样的多媒体作品势必有其说明
和操作规范，这就是说，观者可以“动”，但不
能“乱动”。

打个比方，在当代戏剧界有个很火的概
念“浸入式戏剧”，即舞台被观众席四面环绕，
在池座之间蜿蜒而穿的平坦过道间也能看到
演员们的身影，他们分散在剧院各个角落，凝
视着身边的观众。与观看当代艺术作品同理，
观众若非得到邀请，恐怕是不能去“摸”演员
的吧？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停场不停业
!"分钟步行圈方便戏迷

地处人民广场的上海天蟾逸夫舞
台，早已是老戏迷们熟稔的剧场，得知
逸夫舞台要修、要歇业，可急煞三天不
听戏就心痒的老观众。为让老人家有
戏听，又不需长途跋涉，在剧场修缮期
间，天蟾逸夫舞台提出了“停场不停
业”和“($分钟步行圈”的概念。
上海京剧院的大部分演出被挪至

位于徐汇区天钥桥路上的周信芳戏剧
空间，今日开演的京剧折子戏专场戏
票已售罄，赵宏运、杨东虎的《天霸拜
山》、王维佳、李文文等出演的《失子惊
疯》让观众翘首期盼。而月底，京剧《红
鬃烈马》也已开票。
此外，其他戏曲演出将被分散安

排在天蟾逸夫舞台周边 ($分钟的步
行范围内，如上海大剧院、人民大舞
台、共舞台、黄浦剧场、上海音乐厅及
即将开业的中国大戏院等。为方便戏
迷购票，除了周信芳戏剧空间外，天蟾
逸夫舞台还将在市中心分设票务代理
点，原有的票务系统也将继续沿用，继
续为新老观众提供各类戏曲演出的购
票服务。

闭馆不闭关
借机巡演拓展口碑影响

在诸多大修剧场中，去年底就“闭
馆”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却片刻未曾
“闭关”，意外地比剧场不修时更加忙
碌。随便翻翻话剧中心 &%()年计划表，
就有不下 *+台剧目排着档期，其中既
有经典之作《商鞅》和《秀才与刽子手》，
也有原创打造的《追梦云天》《大清相
国》《家客》；既有经典重演的《万尼亚舅
舅》，也有常演不衰的《无人生还》《原告
证人》《糊涂戏班》《演砸了》。

虽说整座大厦包括艺术剧院、戏
剧沙龙、,-空间三个剧场全面进入修
整，却并不意味着演出阵地的缺失。话
剧中心按项目制作体兵分多路，北上
进京或是南下赴广州等地，拉开全国
巡演序幕。此外，更提前预订上海大剧
院、美琪大戏院、虹桥文化艺术中心等
上海各大专业剧场，将一部部看家戏
送到城市各大角落。
面向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上海

市大学生话剧节”、“上海市中学生话
剧节”、“有种戏剧节”、“上海当代戏剧
节”等也并未因剧场修整而暂停，而是
将演出空间拓展、纵深到各大高校、社
区，覆盖各年龄层的戏剧教育、戏剧普
及、会员活动也将如期举行。正如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在剧场修

! ! ! !剧场!保质期"到了#适时!修整更

新"正当时$ 然而#面对数年甚至数十年

相濡以沫的戏迷观众# 沪上各大剧场选

择用!修而不休"的方式坚守$

坚守什么%坚守一份诺言#一份陪伴

的诺言$

天蟾逸夫舞台相比许多现代化剧

场#无论是剧场设施还是舞台设备#都差

了一截$ 但演戏曲# 依然是这里人气最

旺$修整前最后一日#大厅背景板上写满

密密麻麻的留言#虽说重逢之日可期#依

然挡不住离别之情渐浓$戏迷爱逸夫#字

字真切&句句含情$ 逸夫爱戏迷#哪怕不

过一年分离# 亦为他们安排了妥帖的观

剧处$

城市剧院远在城市西南角外环外#

但八年来的辛勤耕耘和悉心服务# 也被

这一方居民视作家门口最亲切的 !文化

客堂间"$虽说#剧院 !月就歇业了#但微

信微博上#依然适时推出惠民活动#而习

惯在!客堂间"流连的市民即便知道!没

戏"也会走过路过在门口张望#关心着剧

院何时!再开张"$

剧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呼吸&有生

命&有记忆的城市公共空间#就要融入人

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家人"$ 而陪伴#

则是最质朴也最温暖的承诺$ 朱渊

坚守诺言

当代艺术作品可以摸吗？

整动工仪式上说的那样：“对一个剧场而
言，()岁意味着成熟，而短暂的修整，意
味着脱胎换骨的新生。”

偷闲培新土
不让!文化客堂间"凉下来

作为上海西南角最具影响力的综合
性剧院，城市剧院经过 )年耕耘，正以每
年演出 &%%场的规模，成为以闵行、松江
等区居民最热衷的剧场。面临长达半年
多的修整，为让好不容易热起来的“家
门口的文化客堂间”不会凉下来，剧院主
动出击，在区文化局等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将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戏曲、话剧等剧
目，浓缩为“可携带版本”，送往群艺馆或
是社区广场。

以“共筑文化家园，同享城市之光”
为主题，剧院还将举行一系列艺术惠民
品牌公益活动，将音乐、舞蹈、戏剧等普
及讲座带进闵行区学校、企业、商城及公
益机构。此外，多媒体手段也是联结剧院
和观众的途径，修整期间，剧院各项活动
会以微信、微博推送的方式，让市民、观
众第一时间了解。城市剧院总经理房永
年直言：“作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剧院，我
们的最终目标，是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以
艺术之美浸润人们的心灵，提升人民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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