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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海芭蕾舞团推出的《城

色 2021》芭蕾专场登陆线上，在包

括上芭官方抖音号及新民 App 等
网络平台创下上百万点击量。不仅

是世界芭蕾传世名作海派演绎的经
典版《天鹅湖》，两部上芭原创佳作

《难说再见》《青蓝紫》亦获舞迷观众
点赞。演出临近尾声，弹幕上有观众

恋恋不舍：“这气质、这舞姿、这音乐，

都太美了，真的是‘难说再见’啊！”

即便是网络直播场，上芭团长
辛丽丽依然雷打不动站在侧幕从头

盯到尾。虽说受疫情影响，近两年的
演出量比往年少了，但抓紧一切机

会“操练”的辛丽丽还是明显看见了

演员们的成长。“我和他们开玩笑

说，你们都‘老’了……其实是都成
熟了。我今天最大感触就是这批孩

子整体的进步，果然时间花在哪里，
舞台上一目了然。”

《难说再见》是上芭首席主要演
员吴虎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现代芭蕾

作品，自诞生至今整整四年，曾被列

入北京国家大剧院“中国舞蹈十二
天”青年舞蹈家展演计划，以及第十

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

家计划。平静简洁的旋律将主角的

人生故事娓娓道来，而四年的历练
和感悟，也让吴虎生演绎得更为深

入人心。
相比弹幕上各种“惊艳”，吴虎

生对这部编导处女作的感情则更不
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自

演一部现代芭蕾作品，《难说再见》

让我看到，原来你创造一部作品，只
要坚持演出不断打磨，它自己就会

成长，带着岁月历练的痕迹，和我们

的生命感悟，那些细微的不同日积

月累地作用于作品，它的气质也会
慢慢改变，品质会日渐提升。”

自疫情暴发以来，上芭凭借着
“口罩芭蕾精神”等频上热搜，而坚

持不懈地进行网络直播尝试，也是
上芭应对新形势探索新的传播方

式。从芭蕾公开课直播，到团队考核

直播，再到昨日大型演出直播，辛丽
丽说：“疫情或许会干扰我们巡演的

脚步，但是不能阻断海派芭蕾传播

的脚步。我们坚持网络直播，既是为

演员们创造更多演出机会，拉近我
们和观众的距离，也是为更好地向

世界传播中国故事、海派芭蕾。”

原本夏末秋初，正是上芭世界
巡演如火如荼之时，连续六年，“天

鹅军团”将风格鲜明的海派芭蕾带
去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城市，她们用

世界芭蕾语言、用足尖讲述“梁祝”
等中国故事，向世界亮出“上海品

牌”。辛丽丽说：“今年，虽然受疫情

影响肯定没法为他们带去现场表
演，但我们也希望能在 9月底，在网

络为所有支持上芭、期待上芭的观
众带去祝福。” 本报记者 朱渊

上上上海海海解解解了了了这这这个个个难难难题题题
近期，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

展陈合作开启了第二个常设大展“万物的
声音”，展览汇集了百余件蓬皮杜中心的
馆藏力作。受疫情影响，尽管展品价值十
几亿元人民币，法方的布展团队却无法来
到展览现场，只能通过网络与中方合作。
这也是这座世界顶级当代艺术馆首次尝
试以这样的形式与其他美术馆合作，在这
个过程中，上海展示了强大的专业团队素
养，也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

“城色”在芭蕾中绽放

挑
战
在
幕
后

    一个从未尝试

过的布展方式，一

个不得不尝试的
布展方式，挑战的

是世界顶级艺术
中心的勇气，挑战

的也是上海艺术
机构的专业素养和

业务底气。

研究艺术作品
的意义、 感慨于艺

术作品的迷人之
外，作品如何安装、

如何呈现， 都是展
览成功的重要部

分， 它们更多地存
在于观众看不见摸

不着的幕后。 这些
技术力量的保障，

才能让一个展览从无到有、顺
顺利利展现在人们面前。

蓬皮杜与西岸美术馆通过
远程合作成功布展， 新近开幕

的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
馆合作展览“光”的布展方式也

与之相仿， 聚光灯下艺术品的

解读我们看见了， 一次特殊布
展的幕后，体现的更是实力。

做足预案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展方因为这次布展

的方式特殊，做出了许多努力与调整，负责布
展的上海西岸艺术品保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龚文相介绍说：“每一件作品都附有一个

‘保存情况报告’，作品从离开蓬皮杜仓库开
始的状况历历在目。”此外，法方给出了一个

十分详细的工作指南，中方的布展每一天做
什么，开箱之后的每一步都有安排。而实际操

作中遇到不一样之处，则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远程视频沟通。种种预设，依然避免不了问题

的发生，如何现场解决，成为考验中方布展团

队的难题。
“万物的声音”展厅中，纪尧姆 ·比伊尔创

作于 1988年的装置作品《镜子展位》模拟了一

家镜子商店中的景象，形态各异的镜子挂在墙
上，令人想起熟悉的宜家商场。这件作品运抵

时已有了些许破损，运输时的震动，使得镜子

边角掉落，修复师刘静文带领团队对作品进行
了修复。“当代艺术装置作品的状态没法预估，

所以我们提前做了大量功课和预案，研究作品
准备了相同的材料。与法方沟通后，他们同意

我们做一些加固与修复，使作品以比较完整的
状态呈现出来。”刘静文说。

现场发挥
对于中方布展团队，打开运输装置作品《展

开的螺旋体》的箱子，就像打开一个个盲盒，因

为你完全不知道拆开来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什
么。艺术家托尼·克拉格从大众消费的废品中找

到了钟爱的材料，用废弃物构成了作品。

“布展指南上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材
料，拆箱的一瞬间才发现手里的东西甚至是一

张长了毛的纸板。”刘静文笑言。布展团队先根
据法方提供的图纸摆布这些谜一样的材料，待

到视频时间再与法方互相协商“如何摆出来更
好看”，三四天的工作之后，才慢慢打磨出符合

艺术家感觉的作品。

展览中有许多作品是由中方的布展团队
根据“指南”现场发挥。以印度当代艺术家苏伯

德 ·古普塔的装置作品《姐妹》为例，刘静文看到
箱子里拆出的一大堆盘子不由愣住了。法方提

出：“先靠感觉自行摆一下。相信你们的感觉！”
“当时他们提出要求还有点抽象———‘尽量堆

高’……”刘静文说，如何“堆高”，颇费脑筋。
“整个布展工作是双方协商，微调的结果，很

多时候还需要加上根据现场情况的自由发挥，这
也是世界顶级艺术殿堂蓬皮杜艺术中心对西岸

美术馆布展团队的信任与默契。”龚文相说。

结果惊艳
托比亚斯 ·雷贝格创作的《局外人和大阿

罗约 30.04.02-11.08.02》被认为是“万物的声
音”布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作品，几乎每一

天都在或多或少做出相应调整。
这件装置由 66盏黄色玻璃灯和 20个不

同形状与颜色的尼龙搭扣组成。它们通过与室

外光线传感器相连的控制器进行调节，随着一

天里日光的变化，灯泡的发光强度也随之不
同，与此相应的是参观者对空间观感的改变。

“法方发来的布展指南里只有作品结构，
没有顶部装置，这可以理解，每个美术馆的屋

顶不同，没有到达现场前谁都无法预判屋顶的
形状。”龚文相说，“我们设计了一个平层作为

中间的连接结构，使作品更为稳固。每个灯泡
高高低低，风的作用之下灯泡之间还有可能互

相碰撞，又会引起安全问题。”这件作品已有几
十年的历史，电线、灯泡存在不同程度的损耗，

欧洲的电压与中国不同，电力工程师不得不时
刻在位。经过努力，最后共同努力呈现出的效

果，法方和中方的团队都非常满意。
“开灯的一瞬间，觉得一切都值了。”刘静

文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展品价值十几亿元 布展团队无法到场

■ 托尼·克拉格《展开的螺旋体》

■ 纪尧姆·比伊尔《镜子展位》 ■ 托比亚斯·雷贝格《局外人和大阿罗约 30.04.02-11.08.02》 ■ 苏伯德·古普塔《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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