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上

海四川中路 133 号这栋百年历
史建筑日前变身艺术机构，筹备

多时的蓝骑士上海艺术空间正
式进驻，为外滩的艺术画廊群落

再添生气。艺术空间将于明天向
公众开放，以“百年浪漫”系列活

动揭开序幕，首展推出瑞士艺术

家西瑞·菲兹（Thierry Feuz）的上
海、台北双城个展《血液里的浪

漫》（见右图）。

上海四川中路 133号建筑于
1922 年落成，以其新古典主义风

格的建筑特征被誉为外滩“第二
立面”之瑰宝。位于这座百年优秀
建筑中的蓝骑士上海艺术空间致

力于连通东西方艺术文脉，将在

两层空间内定期推出代理艺术家
的展览。蓝骑士艺术空间以前卫

艺术家瓦西里·康丁斯基著名的
艺术团体“蓝骑士”命名，致力于

挖掘丰富心灵、反映时代声音的
艺术。

西瑞·菲兹 1968年出生于维

也纳，目前在日内瓦进行创作，在

他的艺术世界中，艺术、科学、哲

学相通。他借由描绘自然中的花
朵与生物，以艺术凝结《一花一世

界》概念，唤醒每个人生命体验中
美好记忆的瞬间。独特的浪漫基

因深植于艺术家的血液中，他以
自带音乐性与嗅觉的作品、虚实

丰富层次的构图、艳丽而悦目的

色彩、灿烂而隽永的诗意，令观者

从日常生活静谧的纹理中，拨动

记忆与时间的洪流，探问“存在”
的意义。

据悉，蓝骑士上海艺术空间
还将推出一系列专业而生动的艺

术活动，包括定期深度导览活动、

行家品味美学讲座、艺术知识分
享活动，独立制作的全网络节目，

邀请国际艺术家于画廊外大型空
间现场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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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画廊群落
再添“蓝骑士”

手记记 者

    作为上海西南知名文化场所，

诞生于 1988年的宛平剧院最早是
电影院，2006年重新修葺后主要进

行文艺演出、电影播映，一度享有
中、小学和幼儿园的“第二课堂”美

誉，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舞台先
天条件所限，那时的它不是一个完

美的戏曲演出空间，主流剧团和剧

目在宛平剧院的演出频率不高。

现在，身处宛平剧院四楼的多

功能厅，即可望见内环高架上的滚

滚车流，下到一楼，玻璃墙外的街
道上亦是行人如织，外立面“折扇”

投影在剧场大厅青石色的地面，又
形成了一把影子“折扇”。城市中封

闭的剧场盒子与墙外的城市公共
空间之间的关联，无形，却如此紧

密，“将善与美嵌入城市街道中”。

未来，这座专为戏曲打造的剧
院有更多空间向市民开放。一楼的

大厅展示戏曲知识、剧种普及等，二

楼三楼公共空间，规划用音、影、美、

画等打造艺术装置和沉浸体验区

域，挖掘戏曲各维度的美感和技巧，

吸引更多青年人群和知识阶层的参

与体验。

剧场建筑呈现出如此开放生动

的形象， 更成为上海发扬中国传统

戏曲艺术的重要窗口。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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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南路宛平路口，站在新建工程接近尾声的
宛平剧院前，你不会感觉到这是一座突兀的建筑，

甚至，若透过周遭居民楼的间隙向它望去，其浅金黄色
的扇形外立面、谦逊的高度，都与环绕四周的楼房融为一
体，安静又不失光彩地伫立于初夏的阳光下。它仿佛生来

就属于此地，未曾离开过，但它又与居住功能的建筑不同，
它的存在意喻着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维度———对
于舞台灯光的热爱，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经过近 5 年的
建设，宛平剧院将于 6 月 23 日迎来第一场演出，今天，它
向先行进入其中的人敞开了心扉。

    新建的宛平剧院有满足大型戏曲剧

目演出的 1000座戏曲专业剧场、300座
的戏曲小剧场和 300平方米的多功能展

演厅以及电影放映厅各一个，总建筑面

积为 2.9?平方米，不同大小的演出空

间之间的叠放就像所谓“螺蛳壳里做道
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同时尽可能多地

为公众休息和活动腾出空间。
“上海之扇”是宛平剧院设计总建筑

师、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徐风教授

（见左下图）赋予这栋新生建筑的新称
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介绍，构思

初期也曾反反复复地寻找灵感，后来发
现，传统戏剧都会运用到一个共同的道

具———折扇。而扇字，又与“善”同音，带
有吉祥美好之意，“在城市街道上徐徐展

开的中国折扇，传达出上海这一现代化

大都市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
纸扇的直角形态，在实际建造中被

进一步转译为更为柔美的弧形肌理的混
凝土外墙，为了处理庞大的建筑体量可

能带来的压迫感，“折扇”的方向在建筑
立面上不断地被切分，从外观上看，是折

扇在不同层面的展开。
进入宛平剧院，墙上、天花板、门把

手、座椅扶手，扇形的元素俯仰皆是。一

仰头，发现门厅的天花板（见上图）被分

割成了不规则的扇形，“扇面”连绵起伏
的角度消解了原本可能因为层高所限

带来的压抑之感。位于四楼的多功能厅
有 300平方米，半透明的玻璃墙上勾勒

出宛若扇心骨的条条金线。徐风介绍，
多功能厅乍一进门空若无物，没有设置

专门突起的舞台，只有不使用时可以完

全收起在墙边的 200个伸缩座椅。若按
照徐风的“偏爱”，此处演员与观众之间

的距离几近消失，应更适合评弹团的吴
侬软语低吟浅唱。

沿着螺旋扶梯下至二楼的千人大剧
场，偌大的舞台深达 20米高 10米宽 16

米，25?升降板可以满足演员在台上的

各种“腾挪闪转”。回望观众席，剧场整体
呈扇形，缩短了观众的视距，使观众更接

近舞台，能够真切清楚地看到戏曲唱念

做打的程式之美，更具有围合感。剧院的
墙面依然化入了“折扇”概念，反声板是

扇面，吸音板成为撑起“扇面”的“扇骨”。

“‘扇形’在剧院里，不仅仅成为一种高辨
识度与符号，更多的是功用性，场地如折

扇一般被最大化地围合起来，形成聚拢
内向的空间格局，创造出‘闹中取静’的

契合国人传统审美的神韵。”徐风说。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大厅的衣帽间入口，画家韩硕正在现场指

挥工人们抓紧安装一个“艺术装置”———用中
国传统建筑的卯榫结构连接起一根根实木圆

柱，将原本图纸中的古戏台抽象化表现，代表

着观众从这一刻起，暂且退去现代世界的外
壳，踏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百转千回中。
由于是一座戏曲专用剧场，宛平剧院在建

设之初，就在各个细节上考虑了戏曲的专业特

性。“戏曲演员的妆容色彩丰富细腻，通过脸谱
色彩与线条勾勒显示人物的忠奸善恶，因此，

化妆镜边框的灯光与交响乐演出不同，都采用
了暖色调。”服帽间又被戏曲演员称作

“盔帽间”，服帽间的空间布局，亦

是根据传统戏曲中人物化妆、穿戏

服的顺序进行安排，充分考虑到戏
曲演员穿戴整齐时通过的

舒适尺度。
徐风说，宛平剧院里

每一间房无论功用如

何，都尽量做到有

窗，让身在其中的

人感受到阳光

与空气带入的

外界交流，而那
些窗的形状，

又是长条形

的，镶嵌于墙上，恰似中国书画中的立轴，窗外

摇曳的树影就凝滞成那一刻的笔画。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某个年轻人在路

过剧场时，被艺术家们的身姿和唱腔所吸引，
能够感受到孕育在传统戏曲中独

特的美感。我相信宛平剧院未来是

上海一个中国传统戏曲最有仪

式感的场所，也是作为建筑

工作者给上海市民的一份
答卷。”徐风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将善与美嵌入城市街道

开处处 入其中

重建的宛平剧院今天揭开面纱

“上海之扇”送来梨园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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