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诞生于法国宫廷的芭蕾是西方艺

术和美学思想的典型代表，用这种艺术
语汇表现中国故事，早已有成功的经

验。从半个多世纪前的《白毛女》《红色
娘子军》到新千年的《大红灯笼高高

挂》，都融芭蕾特质和东方风格于一体，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深入人心

的经典。

不可否认，芭蕾中国化的道路依然
是艰难的。几十年来，优秀的本土原创

芭蕾作品屈指可数。上海能不能再有一
部《白毛女》？这是几代芭蕾人和无数观

众的期盼。在建党百年之际，芭蕾舞剧
《宝塔山》在第 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上首演亮相。以优雅、华贵、轻盈、抒
情见长的芭蕾，如何来表现延安、抗日、

革命、红色？向来敢于挑战高难度的上
海芭蕾舞团，这次又为自己设定了一个

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事实上，以柔美的芭蕾表现革命、

斗争等“硬核”题材，并不鲜见。在这方
面，俄罗斯芭蕾就有着深厚的传统。《巴

黎的火焰》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列宁格
勒歌剧舞剧院上世纪 30年代创作的名

剧，表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马赛民众向
巴黎进军时的沸腾情景，男主人公那富

有阳刚之气的独舞，一直是世界芭蕾
舞大赛的高频参赛片段。而 1968年莫

斯科大剧院首演的《斯巴达克》表现
2000年前的古罗马奴隶起义，也是经

典之作，其中“40名奴隶的男子大群
舞”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芭蕾“阴盛阳

衰”的印象。

《宝塔山》讲述的是一群来自五湖
四海的年轻人，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奔

赴延安，为革命奋斗、为信仰献身的故
事。主创团队以“青春万岁”为题眼，在

延安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浪漫的
革命情怀和芭蕾独特的“青春艺术”和

浪漫诗意之间，找到了共通点。《宝塔
山》对于新时代海派芭蕾之路进行了积

极探索。
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巍巍宝

塔山、滔滔延河水，被一一硬朗地“刻”
在了黄褐色的纱幕上，如一幅具有年代

感的照片，又如一幅版画，立即把人们
带到了 80多年前的革命圣地。而四场

舞台背景，无论是以线条和灯光的勾勒
出的埃菲尔铁塔、黄浦江边的万国建筑

博览会，还是剪纸风格的延安窑洞和鲁
艺，均简洁不繁复，在灯光下富有变化，

形成了简约、诗意、唯美的视觉效果。
融入了民族舞、秧歌舞、现代舞等

元素的《宝塔山》，展现了芭蕾的多种

可能性，体现了海派芭蕾的独特魅力。
音乐融合了民族音乐、秧歌音乐和圆

舞曲、爵士等元素，歌曲《南泥湾》的旋
律穿插其中，毫无违和感。多场群舞无

疑是全剧的重头戏。在我看来，最出彩
的要数《开荒舞》。这是我国舞剧中罕

见的男子群舞，芭蕾？民族舞？现代舞？

已不需要分清界限，但见近 20位男演
员用一块白羊肚手巾作为道具，在舞

台上跳跃、奔跑、呐喊，艺术地再现了
劳作景象，仿佛让人看到了在南泥湾

火热的阳光下，年轻战士洒下的一颗
颗滚烫的汗水。他们动作流畅，节奏强

烈，充满阳刚之气，展现出如同雕塑般
的力与美，配以整齐划一的吼声，极为

震撼。
吴虎生和戚冰雪分别饰演从法国

归来的明华和上海的文艺青年梦安，从
序幕中时髦的西装西裤、飘逸的连衣

裙，到后面的绑腿军裤和白衬衫、蓝色
过膝裙，服装的变化折射出人生的转

变。他们的双人舞如行云流水，配合默
契，展现出深厚的功底、出色的技巧。

不过，我们还需看到，一出芭蕾舞
剧除了丰富、多元的舞蹈场面之外，同

样有着戏剧属性。故事架构、戏剧冲突、
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心理变化、行动逻

辑……缺一不可。突破创新的《宝塔山》
还有可以提升之处。在宏大的红色主题

表达中，将意象化叙事与具体情境、人
物塑造更好地结合，让一条情感线贯穿

全剧，最后达到顶峰，可以引发观众共

情，打动人心。
《宝塔山》是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

百分百原创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
方面，可以没有束缚地自由创作，但另

一方面，却可能缺乏扎实的文本基础来
依靠。《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大红灯

笼高高挂》等几部经典之作，都分别有
优秀的歌剧、电影和小说为母本，为舞

剧的再创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如此看
来，对于一出舞剧来说，高水准的文学

文本的意义不亚于舞蹈的编创。
建团 40多年的上海芭蕾舞团一直

有着比肩世界一流舞团的追求，近年来
坚持创新，不断推出优秀作品，无论是

在世界各地巡演的豪华版《天鹅湖》，还
是“上海出品”的《哈姆雷特》《茶花女》，

均赢得广泛赞誉。舞蹈原本就是一种全
人类的语言，舞蹈也是情感与想象的艺

术。期待经过进一步的打磨，《宝塔山》
能成为海派芭蕾新的代表之作。

    武康路“朱丽叶阳台”上的大蝴

蝶结撤了，喧嚣似乎归于平静。其
实，武康路的其他阳台上，还“爬”上

过一个充气的圣诞老人，仿佛正
“另辟蹊径”送圣诞礼物。假日里，

武康路、五原路、湖南路、安福路一
带；愚园路、上生·新所、新华路一

带等各种“网红打卡点”已经“连点
成片”，成为“网红街区”。加上“建

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的各种

“行走阅读”和“文旅融合”活动，这
些区域内常见一位“领路人”一边

在前讲解马路两侧的建筑，一边透
露建筑内的人文故事。他们身后的

各地游客走走停停、合影自拍，能让
原本也不过两车道的马路真正“车

水马龙”起来……
有研究城区规划的业内人士一

针见血：“路人已经形成了‘我来、我
看、我打卡’的体系。”那么，人们到

底想在网红街区看到什么？想让城
市空间美起来的专业人士又能做点

什么？打造更美好的公共空间已经
成为新一轮公共文化建设目标，彼

此“观看”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首先，大家都向往美好。无论是

在阳台上挂蝴蝶结乃至圣诞老人
的人，还是前去观看这一道景致的

人，都是乐于展现美好、追求谐趣
的人。他们愿意为平淡生活增添乐

趣，愿意为美好生活留影。最终，美
好的回忆，才是值得记取的人生。所

以，走过、路过，要以自拍的方式留

下痕迹。
其次，公认的美好怎能错过？城

中热事的共享与分享，是“我”存在于社交媒体上

的证明。生活节奏的提速和成本的节约，让以往面
对面才产生的“饭后谈资”演化为更“简便”的“网

上自拍”。有心理学家认为：“此时，标识更重

要———有这个蝴蝶结，就一定

是武康路，一张图说明自拍者
的所有追求，甚至不需要文字

解释。”

然后，主要观点就此分
岔———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张松为代表的专业
人士认为，武康路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徐汇区政府已经投

入 2000多万元进行历史文化氛围营造，区文

旅局和湖南街道在名人故居开放上投入极大
精力，直接把武康路 393号的黄兴故居修缮

后部分用于服务路人的游客中心。但是，那些
先前徜徉在武康路上忙于自拍的人明显更乐

于在有蝴蝶结的阳台前，而不是黄兴故居前
取景。这种做法，明显置“好看”于一切之上。

网上年轻人完全不这么想，比较“理性”

的观点是———盯着拍蝴蝶结确实浅薄、无聊，
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意义”，

所以我们就是要做点无聊甚至无脑的事，来
“解构”生活的“重量”。因而各种评论“飞”

起———为原住民着想的：“附近居民都不敢在
阳台上晒内裤了！”；为自拍者点赞的：“小姐

姐的裙子可有链接啊？”；为研究建筑打 Call

的：“这是法式小阳台，本来也只能让一两个

人抽口烟”……
从大家的纷纷议论可以看出人们对阳台

蝴蝶结“寄予厚望”。除了表面的美，人们还好
奇阳台的建筑形式、屋内的人物故事、蕴含的

情感期待、赋予的社会责任……这就是上生·

新所在五一假期，举办咖啡戏剧节也一票难

求的根本道理。来上海打卡的游客，主动要求
上海朋友能带他们去网红打卡地，看场戏、吃

顿饭、兜一圈。戏剧，蕴含人物、故事、情感乃
至社会责任，且能让人们在网红街区有一个

驻留一段时间的“充分理由”。人们，对故事发
展的追求，以及对故事意义的追求，是自人类

诞生起就有的本能。内容发展满足好奇心，意
义表达满足虚荣心。所以，这反过来要求创造

美的专业人士要深思，我们能提供什么，在满
足人们好奇心和虚荣心的同时，让大家都有

所启发———且未必需要所谓深刻的意义？

新近在北京三源里菜场举办的“民以食
为天”艺术计划，火出了圈。艺术家邱志杰在

这里举办了“书法展”———为摊位写招牌，为
氛围营造写有关吃的金句，为摊主写祝福语，

乃至剖开一条鱼，鱼肉上还有蜡封的字……
鲜活的蔬菜水果鱼肉，好像被赋予了“意义”，

也有了人情味，让这个位于北京使馆区的菜
场有别于全国其他所有菜场。逛菜场的百姓

也兴致盎然地“阅读”这些书法作品：“吃饭不
积极，思想有问题……去重庆吃去南京吃去

杭州吃……”也有水果店主好奇：“我向邱老
师求了字‘果王’，有印章，值多少钱？”这些群

众意见，也颇有意思，也成了这个展览的一部
分。邱志杰的想法就是要让书法走到日常生

活里去，“不要在美术馆办展，就要去有烟火
气的地方”。陌生的经验，让展览更有意思。他

认为，如果艺术没有资格占领街道，谁有资
格？书法进入菜市场，就是一个书写者的社会

服务。所以，这个活动叫做“民以食为天———
邱志杰市集书写”而不是“书法展”。这里的印

刷体全都换成他的书写体；菜场中央悬挂的
是宣纸书写的作品，都围绕“吃”展开：“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他甚至写了“英文书
法”给外国人看……

人人都可能是艺术家，随时随地搞艺术。

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拥抱生活，把作品真正融
入街道，做出真善美的街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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