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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维波艺 术

10月 21日，有幸作为“学生观剧团”成员，在

上海兰心大戏院观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

作品《舞术》。开篇，一名身着中式白色练功服的

舞蹈演员端坐于台上，隔着的薄纱使他犹如隐

退江湖的高手。随后，6 位身着黑色现代装的舞

者陆续登台，在他身后打起“舞蹈太极”，黑白相

融的舞台，展现了太极阴阳平衡和包容万物的

特性。接着，黑衣舞者站成一队，与太极大师过

招，刀、棍、剑、枪一一亮相，在习武过程中配上

一段迪斯科，舞蹈的诙谐幽默和传统武术相互

交融，让舞术在刚与柔、阴与阳之间找到了契合。

在《舞术》中，中华武术有了现代舞的自由

感；先锋派的舞蹈也有了武侠的灵魂。在导演赵

梁看来，传统与当代并不矛盾，传统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不断与当下的时代发生关系。把现代电

音、西方古典大提琴和民族乐器琵琶毫无违和感

地糅合在一起的配乐，运用黑、白、灰三色铺就冷

色调的舞美，渲染出传统的东方美。用典型的中

国红营造出激烈冲突的环境氛围，这是一场舞者

与武者身心交融、武林高手与现代舞者的“对手

戏”，给观众带来不同凡响的感官体验。

好 的 艺 术 应 该 是 立 体 的 ，不 光 形 式 上 要

美，立意、哲学、思维意识都要有高度。在谢幕

时，赵梁的出现，令观众颇为惊喜。当舞者陆续

头顶发光长杆走过，幕布上显示出北斗七星和星

宿图，赵梁的作品总是有很多隐喻意义。透过他

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其精神世界的无限广度，

更能感受到他对艺术追求的高度和深度。他将

“精、气、神”三个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发掘当代文

化语境的价值。

“艺术是没有界限的，所有的艺术样式只是

作者的表现手段和元素。”赵梁说，《舞术》对中

华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有意味的解读与传承，为

了赋予它更多哲学思考，把武术用现代舞形式

展示出来，旨在传承、发展、创新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让观众充分认识到中国武

术除了强身健体和具有竞技性的特点之外，还

有更高的艺术性、哲学性和美学价值。去参加朗诵会之前，我在筒仓创意园区观看

了 3场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精心准备的歌舞表

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向

中国、向亚洲、向世界传递艺术理念的舞台。而这

个舞台何以能承载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艺术

呢？“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尽管并非旨

在解答这个问题，但它无疑用一台足以为中华文

化、为中国文艺事业、为这个舞台正名的演出，给出

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参加朗诵会的演员中有年逾花甲的老艺术

家，也有正值而立之年的青年演员，几代文艺工作

者同台，从《上海建党》《井冈烽火》《万水千山》《延

安战歌》《解放全中国》到《缅怀英烈》《早安共和

国》《历史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赞》，

选取毛泽东和叶挺、陈然、田汉、萧华、贺敬之、郭

小川、闻捷、何平、王晓岭等创作的18首诗作，随着

诸位演员的朗诵，诗意的文字和韵律把我带回到

那个不曾经历过的峥嵘岁月。同时，由同名美术作

品展中画作制作的动画，在演员身后的大屏幕上

应和着诗歌，从华灯初上的兴业路，到层林尽染的

井冈山；从枪林弹雨的卢沟桥，到人声鼎沸的天安

门……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6年来的光辉历程，

展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成员，我听到的不

只是历史，更是它赋予我的责任，如诗歌《中国

梦》中颂唱：“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新

的中国梦，我们的许多幸福，是在那些狂风暴雨

里，我们的许多幸福，是在那些炮火硝烟里，我

们的许多幸福，是在那些雷鸣电闪里，我们的许

多幸福，是在那些惊涛骇浪里，是在我们经历过

的那些狂风暴雨里，是在我们穿越过的那些炮

火硝烟里，是在我们承受过的那些电闪雷鸣里，

是在我们战胜过的那些惊涛骇浪里……”文化

自信，从一台台演出、一部部剧目、一首首诗歌

中体现出来。我们要做的，不是驻足回首，在历

史面前迷失，而是要在前人所照亮的道路上持

之以恒，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于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中，继往开来，逐梦前行。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本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特邀小马工作室舞台剧《偶

然·徐志摩》前来展演，让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欣

赏香港TVB“收视福将”马浚伟的动情演绎。

10 月 25 日晚，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马

浚伟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广大师生见面，一起

梦回康桥，邂逅一场偶然的浪漫。2016年是

徐志摩逝世 85 周年，为纪念这位近代伟大

诗人，马浚伟以徐志摩短短 35 年的一生作

为主题：将他的文学、历史、浪漫爱情故事与

多元的艺术元素相结合；以他与张幼仪、林

徽因及陆小曼的三段情感作为主干，在舞台

上重现其浪漫才情。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偶然》：好看、不闷的舞台剧

马浚伟不仅自编自导自演，还演唱了主

题曲《偶然》及插曲《再别康桥》。在演出中，

他还特意穿插不少文化艺术元素，演唱昆

曲、跳社交舞、英文诗朗诵、现场钢琴弹奏

等，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

该剧于 2016 年 11 月在香港演艺学院公

演 6 场，座无虚席，获得空前成功。看完演

出后，有观众说：“原以为徐志摩是个花花公

子，但看完戏后才知道他也是个真性情的

人，之后会更多关注他的作品。”马浚伟坦

言，怎样处理徐志摩的三段感情是个难点，

因此他参考了黄磊、周杰等人扮演的徐志

摩，又从林徽因、陆小曼的字里行间提取不

同角度的徐志摩，同时加入自己对人物的理

解，力图呈现一个不同的徐志摩。

马浚伟期望有更多年轻观众去看这部

戏，反思现在，重新拾起对爱、对自由的渴

求，同时也期望大家对徐志摩有更多的了

解，去品读这位诗人的作品。

“必然”：小马和文化艺术的“双城记”

《偶然·徐志摩》在结束此次上海演出

后，明年将在香港重演，还计划在国内外进

行巡演。谈及未来规划时，马浚伟说：“我将

花超过 1/3 的精力在舞台剧上，话剧、音乐

剧都在筹备中。舞台剧很直接，演员在台上

酣畅淋漓地表演，观众的神情和反馈都能很

及时地传递给演员。明年，第一部由我编剧

的电视剧也将启动，而其余 1/3 时间会用于

电影和音乐创作。”

“我很享受演戏，有很多东西想与大家

分享，对导演、编剧的工作都很感兴趣，因此

要自己创作作品。”马浚伟说，创作者应该站

在更高的地方，有时自己要表达的和观众想

看的不一定一致，会有取舍，要拿捏其中的

分寸。怎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艺术家

的思考，他还在不断尝试，期望用不同的艺

术形式传达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哲

学的思考，推广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同时做

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来上海前，马浚伟就听闻上海观众很热

情，对话剧的热爱令他很感动。近年来，有

不少香港话剧来到上海，香港话剧中绝妙的

故事、精巧的舞台和出色的演技，都让大家

津津乐道。《金锁记》《阮玲玉》《晚安妈妈》

《南海十三郎》《都是龙袍惹的祸》和《亲爱的

胡雪岩》等优秀舞台剧，一次又一次赢得观

众的掌声。显然，这些舞台剧的频繁上演已

不是“偶然”。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正是这样一座桥

梁，它缩短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文

化距离，文化多样性得以在上海这座国际文

化大都市中绽放。来自国内外的优秀演出

单位和众多优惠票政策使艺术不再高高在

上，让每一位普通民众都有机会感受到艺术

气息。“艺术进校园”“学生观剧团”等特色活

动更是让利给学生，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将艺

术教育做到实处，让更多学生接触到不同门

类的艺术，享受艺术的熏陶。

一路走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19岁

了。在这些年里，艺术节随着上海这座城市不

断成长，有传承、有创新、更有惊喜。艺术家和

市民们欢聚一堂，一年一度也就成了“必然”。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艺术为名，聚四方来

客，共话艺术蓝图。

今年，我有幸加入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艺术教育队伍，近观沪上艺术市

场和校园艺术教育生态，领略了世界天团荷

兰舞蹈剧场的肢体力量，享受了小提琴大师

伊扎克·帕尔曼的指尖低语，还有五代同堂

版的经典昆剧《十五贯》等多场热门演出。

高水准演出所带来的感动不言而喻。艺术

节风雨砥砺十九载，肩负着塑造上海城市气

质的重任一直在路上，始终坚持艺术教育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近年来 ，艺 术 教 育 的 变 化 尤 为 显 著 。

一面是财政的大力投入，使走入公众中的

演出更具国际范和一流水准；一面是主办

方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努力展

现出一种不断增强的责任意识并满足艺

术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需要。作为

上海人，尤记小学三年级被拉进剧院昏昏

欲睡地看完一场现代芭蕾舞剧，而近年的

艺术教育板块更注重对话和科普，拉近公

众与艺术的距离。从十年前的静坐远观，

到如今的导赏讲座、工作坊、演后谈，艺术

教育的投入愈多、形式愈丰、辐射愈广而

责任愈重。

现在的艺术教育工作更是打破常规，精

准分析受众，形成了面向学生、青年、家庭、

艺教从业者以及聚焦特殊人群等多层次的

辐射网络，“学生观剧团”就是一次很好的尝

试——艺术节首次试水评审员制度，公开招

募近 200 名学生，成立首届“学生观剧团”，

帮助青年人接近艺术，鼓励他们批判思考，

成效卓著。作为青年学生，我欣喜地看到艺

术教育工作顺应新时代更多地为当代青年

人考虑；作为组委会工作人员，我也欣喜地

看到一大批亲近艺术且追求艺术的年轻人

涌现出来，力证过去 19 年的艺术教育投入

所做非虚。更有深意的是，这一些青年人借

助国际性艺术节的平台与世界艺术家对话，

不仅对艺术创作，也对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态

提出了新的要求。

艺术节是引领大众走近高水平演出的

公益平台，更是普及艺术的良好手段。稍作

留心便可窥见一张可爱的“网”，它在全市校

园、商圈、社区铺开，把正能量贯穿始终：开

幕式的交响乐《启航》紧扣十九大主题，委约

作品《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传递城市文化

自信，以色列节中节传递国际友谊……太多

话语内化在一场场精彩演出中，回响在金秋

上海的各个角落。

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青年人陶醉

于艺术节的“网”中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思考：

青年人可以为艺术教育做些什么？在观剧中

解读，在解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展开自我创

新。当代社会，人的

独立性被消解，我们

空前地需要一种坚定

的主张，去坚守世界

的爱和美。艺术教育

工作在传授给我们如

何去认知世界的美，

这份坚持难能可贵。

一部好的戏剧，会引起思考。

现代人最不缺的就是思考，日日夜夜，我

们的大脑永不停息地思考事物、人生、世界；现

代人最缺乏的也是思考，我们竟依赖着同一种

思考模式“理性地”判断周遭，思量一切，却几

乎无暇反思这种模式本身是否正确。

罗伯特·威尔逊似乎在用其先锋戏剧作品

《关于无的演讲》为第二种思考振臂呼喊。剧中

饱含争议的噪音、无聊的慢动作和重复，并非单

纯地展示虚无，而是在观照现代文明中理性思

维、价值判断所带来的麻木。这是一部特别为

“现代人”呈现的戏剧，一部关于“否定”的剧，

不是单纯地解构，是在帮助现代人构筑新的思

维方式。它是一部文化融合的戏剧，以西方先

锋戏剧手法演绎东方禅宗元素，试图为现代人

的生存困境寻求一线光明。

《关于无的演讲》舞台布景承袭罗伯特·威尔

逊的极简风和象征性先锋视觉感。全场悬挂着

白底黑字的海报，满地的废旧报纸团，主角全身

涂白，白桌、白椅、白床……整场演出没有幕布，

观众入场时，这一切就呈现在眼前。或许是因为

入场时被黑字吸引，演出进行了五六分钟后我才

注意到舞台右上方有个缓慢移动的黑衣人，黑衣

人与其背后黑色的幕布融为一体。若不是给主

角打了灯光，也同样会全然淹没在背景中。

一个舞台、两位人物、黑白二色，通过黑与

白、黑与黑、白与白的对比，设置简洁而又突出

地揭示着一个奇妙的原理。罗伯特·威尔逊说：

“黑暗因为有了光才显得更黑暗，悲剧有了笑声

才显得更悲。”《关于无的演讲》在颠覆我们的理

性思维，在这场戏里，黑色的文字本身没有意

义，是海报白色背景的烘托让黑字变得更有意

义。这种元素相依共生的观念，与东方禅宗思

想如出一辙，威尔逊的视觉艺术并非表面上的

荒诞和随意，而是充满哲思和公案式的“禅味”。

将噪音搬上戏剧舞台，并大胆地放置在戏

剧开场，声音持续近十分钟，这也是《关于无的

演讲》实验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在入席未定的观众两耳轰鸣之际，忽又戛然

而止，全场熄灯。由于先前噪音的刺激，此刻眼前

的黑暗和寂静骤然显得格外突出。在这种寂静黑

暗的环境中，人的感知器官异常灵敏，以至于感

觉到呼出的气体穿过鼻孔，触摸剧场的墙壁，在

黑暗中构建出整个剧场的空间。随后，舞台前亮

起一排白光灯，由于先前的黑暗，此刻的光亮得刺

眼。就在开幕短短十几分钟内，噪和静、暗和光的

强烈对比让观众体验了两种静与光的微妙。

噪与静、暗与光、黑与白、有与无，《关于无

的演讲》运用相反元素的叠加对比，让观众的

视觉、听觉、知觉都受到强烈刺激，刺激过后是

对这些元素之间关系的反思，是对这项相反元

素相依共生的禅境体验。“东方禅学思想会驱使

我们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那些西方理性思维无

法解决的问题。”罗伯特·威尔逊说。

《关于无的演讲》并非荒诞、毫无意义，并非

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 ，没 有 的 只 是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主 题 和 意 义。以西方先锋戏剧手法演绎

东方禅宗元素，不得不说，罗伯特·威尔逊的

《关于无的演讲》虽为西方之种，却以东方之水

浇灌出一棵文化融合的大树，在现代文明的烈

日下，给东、西方人提供一片共同的纳凉之地。

这个金秋，上海的城市的节奏因艺术而变得紧张、欢快。音符在这里律动，足尖在这

里飞扬，艺术在这里流淌。“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把国内外一流的文艺节目带到中外观众身边，向整个城市输送艺术节的魅力与活力。

许多关注和热爱艺术的市民、青年学生已不满足于只是在朋友圈里晒图刷屏，他们

渴望用自己的语汇书写城市最美的画卷。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次成立了“学生

观剧团”。艺术节不仅致力于提升青年学生的艺术评鉴能力，更注重培养和塑造他们成

为文艺评论的积极参与者，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艺术形式背后的内涵和意义，也让对

艺术有兴趣、有梦想的青年学子找到互相交流、共同进步的开放平台。

今天，我们选取几篇文章与读者共享。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有着共同的艺

术追求。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场五彩斑斓、缤纷欢乐的艺术盛宴，

更是一颗颗汇聚在一起的“爱艺之心”。

用艺术的语汇书写城市最美的画卷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学生观剧团”评论选登

继往开来 逐梦前行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观后感

郭艺凯

第二重思考
——观罗伯特·威尔逊戏剧《关于无的演讲》

吴梦娇

对坚持艺术教育的思考
顾诗琦

偶然？必然！
——观小马工作室舞台剧《偶然·徐志摩志摩》》有感有感

蒋雨青

罗伯特·威尔逊戏剧《关于无的演讲》

赵梁工作室现代舞《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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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工作室舞台剧《偶然·徐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