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昨晚在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的舞

台上看到安吉拉 ·乔治乌出场时，她穿着

雍容华贵的银色拖地长袍，袖口装饰着貂

毛，没有人会想到她出生在罗马尼亚的一

个小镇，是火车司机的女儿。一步步走

来，她有着不可思议的坚持与信念：“我从

记事起，就坚定地知道，我要成为专唱歌

剧的歌手。”

当她与全场合唱中文版《茉莉花》之

际，打破了她的两个纪录——“我从来不

合唱，我只独唱”，以及她首次学了中文。

据许忠透露：“是我帮她把中文一个字一

个字注音的。”

幼时，她就和父亲一起在电视里收

看古典音乐节目，例如伯恩斯坦指挥的

音乐会。现在她依然在罗马尼亚有家，

希望世界各地也能更了解罗马尼亚。

1990年在祖国读完音乐学院之后仅2年，

她就在英国科文特花园举办了个人首次

独唱音乐会。1994年因为《茶花女》而一

夜之间“感动英国”——指挥乔治 ·索尔蒂

被她的歌声震撼到哭泣，必须由她扮演女

主角！BBC现场直播了她的这场音乐

会。随后，录唱片、办音乐会的合同和各

类奖项，接踵而至。

她本人的外表、装扮、说话口气及其

人生经历，都有一种“戏剧性”。踏入歌

剧界后，她觉得，“我不仅仅是唱歌剧的，

我其实是一名演员。”歌剧界有个传说

——乔治乌“不那么好合作，除了与制作

《茶花女》的乔纳森 ·米勒合作愉快之

外”。她坚决否定了这点：“不可能！”她

还追加了一个名字：导演理查德 ·艾尔

——后者称她为“光”。“他和我们一起坐

下来，读透歌剧——仿佛它是一个剧本，

然后，才把它付诸音乐。当彩排结束，我

一个人在舞台上时，依然能感受到这不

仅仅是歌剧，还是戏剧。”不过，她最喜欢

的导演还是弗兰克 ·泽费雷利：“他热爱

歌剧，也对剧场很有感情。我希望大家

能像他那样理解剧场里真正的氛围感。”

她还考虑过参与歌剧电影的拍摄。“我知

道我和一般人不同，演员、艺术家就是为

人造梦或可以令千万人哭泣的。生活已

经是那么真实，我肯定不想看一个明星

对着电影镜头刷牙。”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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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演员安吉拉·乔治乌：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

出首场——克里斯托夫 ·艾森巴赫与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大型户外交响

音乐会，昨晚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

上演。近三千位中外观众在夜色与水色

辉映、微风与乐声交织的氛围里，首次在

这座海派文化地标，见证了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节日乐团的全球首演，为今天正式

启动的艺术节拉开序幕。

灯火通明的不仅仅是展览中心建筑

本体，其周边连廊等观众途经之处，也被灯

光映照得通透、璀璨，在夜色中成为城市焦

点，也让走进观众席的过程有了仪式感。

面对喷水池的广场上搭建了一个需要走上

几级台阶的观众席。舞台左右两侧竖立着

高大的屏幕，放大了著名指挥克里斯托夫·

艾森巴赫、著名女高音安吉拉 ·乔治乌、小

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的面孔，他们或

屏息凝神或微笑高歌的模样，让观众刹那

间感受到被艺术魅力笼罩的幸福感，能在

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首秀之时，看到艺术

节节日乐团首场且有享誉世界的名家近在

眼前，眼角会有点湿……尤其是当文格洛

夫拉起了《梁祝》之际，观众不约而同惊呼

起来，熟悉的旋律是文明互鉴的回响，也是

情感共鸣的涟漪。肩披拖地银袍、内穿黑

色长裙的安吉拉 ·乔治乌不仅带来了她的

代表作、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中的《晴朗

的一天》，还特地向老朋友、著名指挥家许

忠学了中文，唱起了《茉莉花》，让每一个观

众都感觉进入了“秋风沉醉的夜晚”……这

也是艾森巴赫第五次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首次执棒了为艺术节而专门成立的

“节日乐团”。

今起，艺术节面向海内外的“朋友圈”

回归上海，为这座城市镶上金边，为人民

大众带来欢颜。各种艺术形式的破圈、跨

界与融合，正是国际传播、文明互鉴的实

例。10月19日开幕式演出交响诗篇《丝

路颂》，紧接着17、1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演，

正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市文

旅局局长方世忠透露，这台演出2年前就

开始筹备……久事集团一边在主办上海

网球大师赛，一边跨界，由久事文传参与

主办了昨晚的艺术节节日乐团大型户外

交响音乐会。艾森巴赫与许忠担任“双总

监”的这台音乐会，还由许忠这位指挥家、

钢琴家，“客串”了组织者、管理者，邀约了

国内一流乐团的首席和优秀演奏家组成

全建制交响乐团。

面向市民大众的“艺术天空”板块售

票昨天启动，覆盖全市16个区，观演空间

也将成为“社会大美育”的生动教学现

场。艺术节期间，将累计举办各类演出展

览活动超400项，70多台演出项目预计将

惠及观众600万人次。艺术节以优质供

给扩大需求，以新型需求牵引供给，努力

为每一个人发现城市、体验城市、分享城

市提供最好的服务，努力在演出、展览、艺

教等活动中更好彰显城市美的追求、高的

颜值、暖的表情。

本报记者 朱光

昨晚，当夜色、水色与

展览中心辉映，歌声与乐声

在城市上空回响之时，忽然

意识到，这也是“建筑可阅

读”的升级版——“建筑可

‘乐’读”！这里的“乐”，既

是“音乐”，也是“快乐”，是

人类最质朴的情感，跨越城

市、国家、大洲，在同一片艺

术天空下的同频共振、同心

共情。

艺术笼罩下的城市天

空，无论日与夜，都让人心

间璀璨明亮。这是上海展

览中心自拆除围栏后，首次

在公共空间举办高规格大

型户外交响音乐会——一

如纽约中央公园时常举行

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会、巴

黎埃菲尔铁塔下常设音乐

会、伦敦海德公园里的户外

交响乐乃至演唱会……

  岁的艾森巴赫指挥

的艺术节节日乐团首秀，也

是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开幕演出之一。此

前，艾森巴赫在法国家中发

来一段祝贺艺术节开幕的

视频，远处就有埃菲尔铁

塔。德国音乐家艾森巴赫

现居巴黎，与曾经在巴黎学

音乐的指挥许忠是好友。

罗马尼亚小镇火车司机的

女儿乔治乌，在英国成名，

与上海观众一起唱了中文

版《茉莉花》。出生于新西

伯利亚的俄罗斯小提琴家文格洛夫，曾在瑞

士和英国执教，不知道来了多少次中国，昨晚

在台上拉起了《梁祝》……一方面印证了艺术

节节歌《地球是个美丽的圆》，一方面体现了

艺术，作为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带来的互

鉴互赏互情互动的力量。

文格洛夫的母亲是合唱指挥，父亲是双

簧管演奏家。他说：“我是乐团的孩子，唯一

的问题是我学哪种乐器。我选择小提琴，因

为它离观众最近。”我们选择艺术，因为艺

术离人民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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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朋友圈”回归
“节日乐团”昨在展览中心广场首秀

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名家、新作云集，继昨天的“台
前幕后”，今再推出“A角B面”——本报艺术节报道的两大专
栏：聚焦舞台的幕后、主角的另一面，带读者领略更为丰富的幕
后故事，感受更为生动的都市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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