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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到第 21

届，时常有人会问，谁才是艺术节真
正的主角？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大家

吗？是国际乐坛的一流名团吗？是众
星云集的重磅剧目吗？是层出不穷的

新人新作吗？都不是。作为人民大众
的节日，艺术节真正的主角从来都是

看台上永不缺席的“你我他”。

正是因为有看台上那一张张
期待的面孔、有愿意身心交付全情

投入的“看客”们，艺术节才成为了
今天的艺术节，才有大家、名团、重

磅剧目和新人新作年复一年、纷至
沓来。有人说，坐在艺术节的看台

上，就仿佛路过了世界；事实上，坐
在艺术节的看台上，是世界路过了

我们。

世界瞭望台
置身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莫扎

特歌剧《魔笛》的现场，旅居国外数

十年的周旭阳兴奋地难以自持：“这
样重量级的卡斯，来自‘世界歌剧中

心’最原汁原味的演唱，居然就在家
门口，放到从前想都不敢想。要知

道，就算是在国外，要候到这样的重

磅剧目，也要时刻关注、提前抢票。”
拖着行李箱等候入场《德龄与

慈禧》的罗佳佳，已在上海“驻扎”一
周了，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在杭州找

了工作的她，略有些懊恼：“高铁 1

小时就能从杭州到上海，看演出也

方便。可每逢艺术节又会觉得不满
足，1小时的距离还是遥远了，恨不

得支个帐篷就住在剧院旁边。”
维也纳爱乐连续三年来沪，外

行都能看成内行；荷兰国芭敬献《大

师颂》、以色列 L-E-V舞团上演“强
迫症之恋”⋯⋯放眼艺术节的看台

上，最淡定的当属申城市民，“家门
口”的艺术盛宴，足不出“沪”就能

阅尽。

舞台在延伸
本想逛逛上海大世界却偶遇

“世界风·12小时”的赵思琪，没有

想到，看个魔术居然就和魔术师零
距离面对面了。12岁的孩子“童言

无忌”：“我还以为自己在春晚现场
呢，魔术师走到我眼前变戏法，就好

像刘谦站在我面前，下一秒就是‘见

证奇迹的时刻’！”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舞蹈 12小

时”的现场，听到充满节奏感的音乐

在广场上响起，曹睿想都没想就拉

着小伙伴往前跑。一瞬间，原本空旷
的广场上聚集了好多人，演员们伸

手召唤围观群众，很快老的小的载
歌载舞地围到一起。那一刻，看客们

融入艺术本身，是真正的参与者。

云上看直播
艺术节的看台无所不在。随着

科技的日新月异，“在现场”已经不

受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大大小小的
屏幕都是人们关注艺术节、欣赏艺

术佳作的展示屏；而只需要一根网

线，你就能随时随地、一秒“切换”到
现场。

去年，“艺术天空”首次探索优
质节目线上直播，共 7台剧（节）目

加入直播行列，在线收看人次总计
突破 200万；今年的“艺术天空”加

大了线上直播力度，在多个视频平

台开通了“艺术天空”的直播专区。
“溢出效应”不仅体现在线下，也能

展示在“云上”。
如今的看台，早已挣脱了剧场

的地理限制，摆脱了“正襟危坐”的
束缚，超脱了线下和线上的界限，它

无限延伸更为辽阔，形式多样更加
丰富，而看台的多元也给看客们带

来更多可能性，他们可以选择静静
观赏、激情参与或者和艺术来一段

没有距离的“异地恋”。
本报记者 朱渊

     “上海观众是幸福的，国际艺

术节上可以欣赏到各种艺术作品，
里面蕴含着各种情感。”作为世界

上唯一一个获得所有国际芭蕾舞
大赛金奖的芭蕾舞者，格鲁吉亚国

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尼娜·安娜尼
娅什维丽带团来到上海，献上古典

芭蕾《天鹅湖》，“我们的演出，就连

每一位群舞演员都带着感情，每场
演完，我总让大家释放情感，要么

大声哭出来，要么大声笑。”幸福的
观众，也别憋着了！

当年，尼娜有多辉煌？1981年
从莫斯科芭蕾舞学校毕业后加入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很快晋
升为独舞者。1987 年—2004 年，

她在莫斯科大剧院担任首席舞蹈
演员，参与了几乎所有经典芭蕾

作品的制作和表演。2004年 9月，
受新当选格鲁吉亚总统之邀，尼娜

回国担任格鲁吉亚国家芭蕾舞团

艺术总监。
这位伟大的舞者，与中国的缘

分是从 20年前开始的。1999年，
尼娜曾与俄罗斯的明星舞者为上

海观众带来一场集众多经典舞段
于一体的芭蕾精品荟萃，其中有一

段《天鹅湖》。

20年后，尼娜带着一手指导
的格鲁吉亚国家芭蕾舞团首次以

艺术总监的身份来到上海，她非
常高兴终于有机会在上海观众面

前呈现这一佳作，“这是与中国观
众交流和分享的绝佳机会，也很

荣幸此次剧目入围了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

众所周知，《天鹅湖》是古典芭

蕾的扛鼎之作。自 1895年由音乐
大师柴可夫斯基创作、天才舞者彼

季帕及伊凡诺夫编舞的版本问世
后，《天鹅湖》在世界各地芭蕾舞剧

院一直大受欢迎。

这一版《天鹅湖》的与众不同
在于第二幕———王子与白天鹅那

段如泣如诉的双人舞、四小天鹅在
得知王子会救众人脱离苦海而跳

起的“四小天鹅舞”，以及第三幕黑
天鹅奥吉莉亚在独舞变奏中一口

气所完成的 32个“挥鞭转”单足立

地旋转，都是世界芭蕾史上十分经
典的舞段。配以柴可夫斯基著名的

《天鹅湖》组曲，造就出令世界观众
所沉醉的“永远的天鹅湖”。

尼娜说，“这一版《天鹅湖》我
们保留了其中很多的经典元素，我

认为这是目前我们保留剧目中最
棒的演出之一。它结合了美丽的服

装、令人惊叹的编舞、美妙的装饰、
年轻一代的舞者与格鲁吉亚的个

性和自然。”

本报记者 吴翔

足不出
览无余

这群“天鹅”真性情
芭蕾传奇安娜尼娅什维

丽携格鲁吉亚国家芭蕾舞团
首度来沪献演《天鹅湖》

    在围观的时代，什么最宝贵？就被围观者

而言，是关注度，是点击量。 那么作为千万关
注度、点击量之一的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呢？

是什么，值得我们牺牲时间和精力去追逐；是
什么，值得我们凝聚身心去关注，事实上，选

择在自身，围观什么，决定你能获得什么。

记忆犹新，在“舞蹈 12小时”辛丽丽的大

师课上， 遇到大清早从莘庄赶到古北的一对

母女。 孩子先看了谭元元和朱洁静的 “交换
作”，在广场上参与了“快闪”，又现身大师课

成为舞台中心最耀眼的那一个。 只能在电视
屏幕上看到的舞蹈大师站在身侧， 轻柔地纠

正自己的动作，成为孩子心中最难忘的一刻。

下完课， 她对妈妈强调：“我将来肯定是要跳
舞的，我再也不喊苦了，我会坚持下去的。 ”

年复一年，在艺术节的看台上，有看客从
门外汉围观成了资深乐迷； 有看客从爱好者

围观成了舞蹈老师； 更有无数最初如白纸般
的看客，在这方舞台上，围观了名团佳作看到

了世界斑斓；围观了名角好戏，从中领悟到中

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

围观的时代，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快节奏

带来的必然趋势，但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做
一个有心、有情、有追求的看客，在围观中获
益、在围观中成长。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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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艺术节主角
是“你我他”

■ 大家一起跳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芭蕾舞迷

心中“永远的
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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