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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这版

《天鹅湖》，恐怕是如今大大小小数百
部《天鹅湖》中最简洁而不失意境的一

部。整个舞台几乎空无一物，唯两边 ４

根“大理石立柱”，不见任何金碧辉煌

的装饰，但远远望去，能看到拥有历史
年代感的细细灰黑色纹理，有着低调

奢华的气场。场景交替全靠幕布更换，

而最美一幕是天鹅公主和王子相遇相
知时，那一池湖水在雾气氤氲里朦胧

而迷离，难怪人们形容这场景“就像莫
奈的一幅画”。

事实上，莫奈的画风统一了整部
剧的风格，不仅是舞美，还有服装。除

了天鹅所穿的是纱制裙子，宴会的服
装都是轻薄、层次丰富、有垂坠感的类

似丝绸质地的舞裙。颜色也以柔和的
粉色为主。就连王子头上的皇冠也具

有古典元素却不失现代感。
明星舞者蕾欧诺·博拉克和热尔

曼·卢维作为首发阵容出场，和很多技
法高超却让人有距离感、略微“冷漠”

的王子公主相比，他们的演绎情意绵

绵、感人肺腑。卢维的弹跳和对力量的
精准掌控令人惊叹，每次起跳和回落

都能做成动图教课示范，看似难度极
高的技巧在快节奏的舞蹈中“挥洒而

出”，竟是举重若轻、浑然天成。

博克拉的表演具有很强的戏剧
性，“初遇”时的惊慌失措，微微颤抖

翅尖的她，本能回避却又忍不住偷望
着眼前这个俊美的年轻人。博拉克将

天鹅凄惶的姿态和少女的娇羞完美
结合。黑天鹅“空降”王子的宴会，上

一幕还清纯高雅的博拉克瞬间“变

身”，她演绎的黑天鹅邪而不妖，特别
有魅惑力。下一幕，她又变回了凄哀

欲绝的白天鹅，继续这一曲让人悲伤
的爱情挽歌。

《天鹅湖》是百多年来盛演不衰的
芭蕾经典，极为难得的是，鲁道夫·努

里耶夫这一改编版，在舞者的精准演
绎下，为程式化的“套路”中注入充沛

的情感，让人一秒“入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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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去年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期间，有舞迷从广

州、云南、哈尔滨等天南海北赶来，他们有的甚至来不
及放下行李，拖着箱子就来“打前站”。 更让人惊叹的

是，这样“说走就走”的行程并不仅限于芭蕾舞比赛期
间， 有业余舞蹈爱好者或是资深舞迷会 “追着名团

跑”， 而在中国他们最多的落脚点就是上海，“因为几
乎每年，这里都有世界一流舞团带来重磅作品，有时

是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季，有时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期间，当然，还有能看到潜力新星的芭蕾舞比赛。 ”

关注上海文艺演出动向的资深票务商都有类似

感受，上海近 10年来，芭蕾市场急速升温甚至频频诞
生“爆款”，这当然得益于世界顶尖舞团“车轮战”般

的滚动造访。 2016年，“芭蕾航母”马林斯基全明星阵
容出席，不但有 2015年全新制作的歌剧《黑桃皇后》，

还包括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
等俄罗斯全系作曲名家的交响音乐会， 及 “博物馆

版” 芭蕾舞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仅隔了半年多，

2017年马林斯基又“杀”回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献

演了《舞姬》，194人超豪华阵容让人惊叹。 2018年，

惊艳亮相第 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古典芭蕾舞

剧《睡美人》，以无与伦比的美丽展现了“19世纪古典
芭蕾的百科全书”。 而现在，即将落幕的巴黎歌剧院

芭蕾舞团呈上的整整一周的“芭蕾盛宴”，也能让舞
迷痴迷良久。

正迈向“亚洲演艺中心”的上海，正以古典乐和
芭蕾舞的市场复苏和新受众的数量激增， 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世界级名团将之视作亚洲 “必经之站”，他
们来得一年比一年频繁，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既是看

重这里广阔的市场潜力， 更是因为这里有着越来越
多新成长起来的“知音”。

上海这座全新的“国际舞蹈中心”的崛起，不仅仅
是延安路高架桥边恢宏簇新的建筑群，还有每个爱舞

者的必选，是时时都要来“打卡”的舞蹈圣地。

爱舞者的必选
□ 朱渊

马上评

３奈画风

法式情怀

    昨晚和今晚登场的 2场短篇精选

《舞夜巴黎》，聚集 3位世界级编舞家
威廉·福赛、杰罗姆·罗宾斯、克里斯

朵·派特的代表作品，为中国观众重新
诠释“舞夜巴黎”的法式情怀。

用如今十分流行的“雾霾蓝”统一
演员的服装色泽，在柔和灯光中，让人

忽略所有其他而只聚焦于“舞”，这或

许就是威廉·福赛在舞蹈《布莱克作品
I》中所要追求的“先锋性”，以及在舞蹈

技艺上体现出纯粹质感。
这一部于 2016年创编的作品，是

福赛和英国电子乐新星詹姆斯·布莱
克首次合作的作品。流行乐带来的贴

近当代审美的旋律，愉悦、朝气，诗意
又充满希望，洋溢着对青春的赞颂。而

随着这节奏翩翩起舞的舞者，带来的
却是最传统、最古典的舞蹈技艺———

在《天鹅湖》或是《吉赛尔》等古典芭蕾
经典中常见的动作。有人说，这是福
赛致古典芭蕾的一封情书，它象征

着编舞大师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同样在精致优雅的现代音乐曲

调中大量融入法国古典芭蕾的经典

技艺的，还有詹姆斯·布莱克的作品

《夜晚》，编舞杰罗姆·罗宾斯以舞蹈致
敬肖邦，主要灵感源于作曲家赫赫有

名的夜曲。作品本身绵长而诗意，３段
双人舞代表了 ３个生活片段中的爱情

故事。此番来沪的巴黎歌剧院芭蕾舞
团最杰出的 ３对明星演员分别承担了

３段双人舞，无可挑剔的演绎圆满了整

个“夜晚”。
当然，昨晚最震撼的演出莫过于

克里斯朵·派特编创的《四季卡农》，作
品的背景音乐选用维瓦尔第的《四

季》，是派特一直珍爱的曲目，经由马
克思·李希特改编，音乐充满前卫之

感。整部作品没有独舞或是双人舞，54
名舞者撑满整个舞台，或聚或散随着

队形的转换和波浪型演绎，展现的是

大自然的四季更替———春天幼苗破
土、夏天风吹稻浪、秋天鸟儿迁徙、冬

天万物蛰伏⋯⋯舞者们随着音乐的律
动用肢体描绘出一系列连绵不绝、环

环相扣的画面，就连他们呼吸的节奏，
都成为“舞蹈”的一部分，“承包”了昨

晚最热烈的掌声。 本报记者 朱渊
本版图片均为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