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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以艺术为媒，西班牙艺术家奥田 ·

圣·米格尔创造了奇幻的色彩结构空间。
这一次在上海，他便用色彩结构空间奏

响一首“卡奥斯狂想曲”。一踏入外滩 18

号的久事艺术空间，脚踩在由色彩饱和

度极高的几何造型组成的地面上，观众

会蓦然发现，整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件作
品。“卡奥斯狂想曲———西班牙艺术家奥

田·圣·米格尔艺术展”是奥田在上海的
首次展览，展出其近 20件极具代表性的

作品，全面呈现艺术家不同风格和主题
的艺术创作。

分割的几何造型和色彩元素，是奥
田独特的艺术符号。前者将原本属于二

维的平面立体化，呈现出原属三维空间
的雕塑感；后者融汇不同国家、种族、性
别的多元性，象征着人类作为统

一体的存在。在“卡奥斯狂想曲”
里，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一个由

各种绘画、雕塑、混合媒介作品、
装置与介入构建的“有机”空间，

同时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

分。

奥田用他的艺术语言

在外滩的历史建筑中创造
出了全新的空

间体验感。例如其具代表性的长达 6米

的《爆炸头》装置作品，躺倒在地的巨大
装置，让每一位关注到它的观众不由自

主地歪过头去，从而“强制性”改变了观
众在展示空间中的观看习惯。这种因作

品、空间与观众三者间产生的连锁反应
而体现的一种全新“看与被看，展示（展

品）与承载（展厅空间）”之间的关系，正

是奥田构建的视觉世界中最具特点与
力量的所在。

在展出的装置作品《万花筒隧道》
中，奥田用饱和色彩创造闪烁分离的标

志性意象，呈现了过往创作的作品，包
括他创作初期所用的字形，以及经长期

积累演变所形成的如今标志性的几何
图案。通过图案的不断变化，形成了一

个具有万花筒视野的空间，参观者进入

其中，就像进入了万花筒的内心。
展览项目负责人马真正介绍，奥田

的许多作品在室内完成，让不同的艺术
形式与大楼产生共鸣。他很擅长在不同

建筑内创作，展览名称中的“卡奥斯”也
是一个西班牙传统宗教场所，奥田在里

面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通过文化传播和
谐与和平。

据悉，这次的展览也正是艺术家通

过视频连线，根据久事艺术空间的需求
特别打造的，比如层高相对有限，比如

墙角的特别位置，艺术家都进行了“度
身定制”。有一件四联画的拼图，在其他

美术馆的展示方法以平面居多，但久事
艺术空间改变了它，将之形成一个折

角，安放在墙角的位置。“视觉并没
有带来任何的不适，只是改变了我

们观看的方式。”据悉，今后久事
艺术空间将更多地展示艺术

家的个展，不远处的久事美
术馆形成功能上的区隔。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不同年龄的上海人看《繁花》的

感受是不同的，但无一例外，都会被
剧中亲切而久违的乡音所感动。为真

实呈现上海生活的质感，也为更好地
用沪语表演，剧组的演员基本上都是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有李李的“身
份”特殊，不需要会上海话的，但她为

了呈现一个已在上海浸润多年的餐
厅女老板的形象，也学了一些上海

话，在表演中体现出与上海人的熟络

感。导演马俊丰说：“其实我们这个戏
并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舞台上寻

找一个上海的质感。”
《繁花》之所以能“落”到观众心

里，贴近上海格调的“氛围感”是关
键。主基调是一种生活化的散漫，少

见传统里的高潮，每当情绪被吊
起，无论欢喜或忧愁、惆怅或感

伤都会在触点时戛然而止，徒留一声

叹息。像“汪小姐”那样“心急火燎”的
是罕见，多数都是“阿宝”式的“声东

击西”或是沪生般的“欲语还休”，他

们“以自嘲回避剖露真心”，看似“黏
滞疙瘩”的温吞水个性实则是不愿直

面的“自我保护”。
记忆流也勾起中老年观众的往昔

记忆。作品从场景、道具、服化等全方

位展现两个时间维度———上世纪 60-

70年代与上世纪 90年代两个时代的

巨大区别。上世纪 90年代改革开放，
上海人走在潮流尖端，以汪小姐爆炸

头的扮相为代表，服装造型上参照上
世纪 90年代最时髦与外放的方式去

设计，表达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

尽管演员都来自上海，但主创包
括马俊丰在内大多却并非土生土长

上海人，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良

久，带着移民眼光和当代视角来展
现《繁花》中的上海怀旧感。

早在项目之初，《繁花》就计划要
做成一部“舞台连续剧”，因为原著小

说 35万字的庞大体量，以及纷繁的
故事和上百号人物，实在不是几小时

的舞台剧可以完全容纳。在第一季封

箱之时，《繁花》的第二季也即将开
排。第二季的主创阵容基本延续了第
一季的人马。

依旧由温方伊

编剧，马俊丰
执导。9 月份

进 入 创 排 阶

段。预计今年

年底上演。
本报记者 朱渊

    当陈龙海掩面落泪，当戴卿尧倒地

庆祝，当沈琼滑跪在地庆祝，上海男排
距离全运会冠军，终于一步之遥。昨天，

上海男排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半决

赛中以 3比 1战胜浙江男排，时隔 8年
重返决赛舞台。

在经历过无数次决赛洗礼之后，今

晚，上海男排的老将们将携手年轻球
员，期待圆梦全运。

眼泪的背后
走下赛场那一刻，30 岁的陈龙海

泪流满面，主教练沈琼和助理教练吕宁

馨将他搂在怀里。还记得四年前的天津

全运会，那一场冲击四强的比赛，陈龙
海成了全队最后“一张牌”，上场后却依

然无力回天，最终上海男排负于解放军
队，无缘四强。

如今的上海男排，唯有戴卿尧一
人，见过上海男排捧起全运会冠军奖杯

的样子。那还要追溯到 12年前的第十
一届全运会，当时的他还是小队员，并

没有机会上场。此后，戴卿尧、詹国俊、
陈龙海和张哲嘉等人接过接力棒，成为

球队的中流砥柱。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有多少个四年可以等待，他们多么渴望

在全运会赛场为上海男排捧起久违的
冠军奖杯。这四年里，他们总是在和伤

病做斗争，如今，当胜利只距离自己一
步之遥，陈龙海的泪水，饱含了大家共

同的经历和情感。

老将的意志
昨天，沈琼派出了主攻戴卿尧、付

侯文，副攻张哲嘉、陈龙海，接应武弸智，二传詹国俊和自由人

曲宗帅的最强阵容。在以 28比 26、25比 19连拿两局之后，上
海男排眼看胜利在望，却没想到从第三局开始遭遇浙江男排

的反扑。整个第三局，上海男排毫无优势可言，始终在追赶对
手，以 21比 25丢掉一局。第四局，浙江男排气势依旧，关键时

刻，上海男排的老将挺身而出。

轮到戴卿尧了，他闭着眼亲吻着球，嘴里默念着，发出势
大力沉、角度刁钻的球，破坏对手的一传，自此吹响反攻的号

角。随后，詹国俊的组织、张哲嘉在前排的拦网，陈龙海的进
攻，一气呵成，浙江男排完全拦不住了。连续三个球一发，上海

男排追平比分的同时，对手心态崩盘了。
赛后，沈琼盛赞：“我觉得几位老队员在关键时刻表现出

了顽强的意志力。进入四强的球队，实力都不俗，比的就是关
键球、关键分，这一点上，老队员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他们能

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今天，他们顶住了。”

老帅的辅佐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上海男排阵中最富经

验的人，是老帅沈富麟，上海男排最近两次全运会夺冠，就是

他带的队。66岁的他，虽已退居二线，但上海排球依然需要他
这根“定海神针”。

不过，这次是沈富麟第一次以助理教练的身份来到全运

会男排赛场。他谦虚地说：“我这次来，就是配合好主教练，做
好一名助理教练的分内事。”暂停时，他会向球员面授机宜，回

到酒店里，他也会在吃饭、散步时找球员谈谈心。

谈及今晚的决赛，沈富麟说：“我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发
挥自己的水平，争取最好的成绩。”而主教练沈琼说：“我相信

到了决赛，我的队员一定是最好状态。”
师徒两人的期待，看似没有提及“夺冠”二字，实则在低调

中默默蓄力。透露一个上海男排的小秘密，每次赛前准备会，
有一个从沈富麟执教到沈琼执教时期的传承，全队的口号从

来都是“全力争胜”！ 本报记者 陶邢莹

第一季月底封箱 第二季年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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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西班牙艺术家奥田在沪首展

整个展览空间就是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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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舞台剧《繁花》（第一季）正在上海美琪

大戏院热演。这部曾获得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创新剧目、壹戏剧大赏年度大戏等诸
多业内奖项的作品，将于本月 29日完成第一季的封箱演出。紧随其后，已完成剧
本创作的《繁花》（第二季）将于今年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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