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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坐着一位姑娘，她

的眼中饱含忧伤……诺亚方舟的船长，站在浦

江召唤……”根据贝拉新作“犹太人在上海”长
篇小说系列之二《幸存者之歌》打造的同名音

乐会将于 11月 13日晚在上海音乐厅举办。
开篇这段伤感的文字，灵感汲取自犹太民

谣，是贝拉（见左图）为音乐会所作同名主题曲
的部分歌词，音乐会当晚，她将在现场首次唱

响这首歌曲。昨日，这位出生于上海的加拿大
籍作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日夜流淌的

黄浦江是我的母亲河。我想用文学去寻找故
乡，以音乐去讲述故事，把‘幸存者之歌’唱给

世界听，架起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小说《幸存者之歌》是贝拉以好莱坞电影
制片人迈克 ·麦德沃父母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创

作。这位曾八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制作

人，担任制片的电影包括《飞越疯人院》《沉默

的羔羊》《雨人》等。1941年，迈克 ·麦德沃出生

于上海，父亲大卫和母亲朵拉在上海恋爱结

婚，他们和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一样受到上海
的庇护，度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小说筹备期，贝拉寻找大量史料，走访不
少和犹太难民相关的场所，花了几年时间研读

上海电信史，并从电信档案系统查到了迈克的
父亲大卫在美商上海公司的履历表、照片等一

手资料。那些留有岁月余温又弥足珍贵的史料

为《幸存者之歌》平添了历史的厚重与真实，也
让贝拉得以触摸那些鲜活的身影、深爱过的灵

魂，感受犹太人超越苦难的爱与信仰。
说起音乐会的创作契机，贝拉坦言，2012

年去迈克家做客时，主人带她听了一场钢琴音
乐会，一位犹太女钢琴家一边述说在二战时期

的家族故事，一边演奏钢琴，贝拉深受感染与
触动，决定在上海举办一场文学与音乐交融、

伴着琴声诉说犹太人在上海故事的音乐会。据
悉，这场音乐会上所有曲目均来源于世界名曲

和犹太民谣。

之所以坚持创作“犹太人在上海”系列，又

跨界打造《幸存者之歌》音乐会，贝拉解释：“旅
居海外的那段时光，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

都有犹太朋友对我反复提起那段历史。”想到
自己的故乡上海，曾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温暖

的双臂拥抱了数万犹太难民，让她骄傲、自豪，
也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要用文字、用音乐

记录下这些动人故事。她说：“上海人与犹太人

患难与共，命运相连，是爱跨越了种族的界限，
谱写动人篇章。”
本次音乐会还邀得主持人晨光、配音艺术

家童自荣、配音演员刘家祯、“燕子姐姐”陈燕
华、女高音歌唱家陈小群、吉他演奏家陈功、萨

克斯演奏家叶树伟、以色列钢琴演奏家索尔

卡、以色列舞蹈家尤金与阿耐斯泰西亚夫妇等
嘉宾助阵。
在疫情阴霾尚未散尽之际，艺术投射出的

温暖、坚韧的光芒，也将为世界注入希望力量。
据悉，音乐会同名纪录片正在拍摄制作中，而

“幸存者之歌”大型雕塑已进入铜铸阶段，年底
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揭幕。

本报记者 朱渊

    与往届举办的青年艺术大展的平行展不尽

相同，在刘海粟美术馆的二层空间同期举行的
“博古潮”平行展，展现了青年艺术家在传统和

当代的夹缝中求索的真实面貌，参展的 22位插
画师、设计师、数字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博古鉴

今，以传统文化为母题进行创作，含有国风元素
的“潮流艺术”自成一派。

青年艺术家张赢正蹲在地上进行开展前最

后的补充创作，一个个用水彩绘成的花瓶在他
的手撕动作中成型，之后将被贴到墙上的“博古

架”上成为“装饰”。张赢的作品就是一个贴在墙
上的“博古架”，仔细观看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博

古架”上陈列的物事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古董，而
是一些现代雕塑、摄影、剪纸……多种形式的创

作消解了博古架的“古”，若将时间线拉长，以未
来的眼光审视今天的作品，又何尝不会成为另

一种“古”？

策展人罗依尔说：“对年轻的艺术家而言，悠
久的中国文化是故事与视觉的‘数据库’，他们在

以今观古的创作过程中，在历史中定位自我，找到

文脉与连续性。”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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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历史， 上海青年美展

（1999年以前展览的统称） 始于
1980年， 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一直到 90年代中期，又先后举办
了 1986、1988、1990、1993 年的四

届展览，周长江、俞晓夫、卢甫圣
等知名艺术家均参加过这一时期

的青年美展。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几
代艺术家关注生活、关注社会，以

各自的情感经验、 艺术追求与创
作实践来回应社会的发展、 时代

的变迁， 他们在青年美展的平台
脱颖而出， 成为社会艺术创作的

中坚力量， 甚至走向世界展示艺
术风采。

到了 1999年，“上海青年美
术大展” 发展成为上海刘海粟美

术馆的双年度品牌展览， 其品牌
知名度扩散到全国，不过在 2013

年举办了第十四届之后停办。 但
此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化

的展览模式，有衔接国际语境的
主题，有策展人制度。 在这一时

期的获奖名单中， 有张恩利、杨
福东等当下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

的艺术家。

2019年 11月， 上海青年美
展休整 6 年后再出发 ， “正青

春———第十五届上海青年美术大
展” 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拉开帷

幕，并以“正青春”的命题提出对
青年艺术家创作的期许， 也宣告

“青年美展”的回归。

而今，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在
展览中呈现出以更广泛的思考、

更灵动的情感、 更多元的探索来
表达自我和回应时代， 稚嫩与探

索同在，勇气与开拓并存。

正青春

《幸存者之歌》唱给世界听

正在刘海粟美术馆进行的第十六届上海
青年美术大展，不仅保持架上绘画和雕塑等传
统艺术呈现，更关注了装置艺术、媒体艺术、影
像艺术和动漫艺术等具有时代特点的艺术表
达，还以更新颖的高科技方式呈现作品的内
涵。青年们把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对古今艺术
的探究和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灌注于作品之
中，正如开幕式上的一场舞蹈演出所体现出的
精神———传统与现代交融，青春与历史对话。

    海派美术大师刘海粟曾对青年画家寄
语：要做时代的前锋，要做思想的前导者。

本届青年美展推出主题“新 ·青年”，引入

全新的青年艺术家选拔机制，打破以往单一
的社会征集模式，通过自我申报、专家提名、

机构推荐等方式广泛选拔青年艺术人才，这
也使得本届青年美展更具学术引领性，更能

代表青年艺术人才所能企及的高度。
本届青年美展在两周内，征集到近

1800位创作者的 4800余件作品，经过评

选，80余位青年艺术家约 160件/组作品入
选本次展览。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介

绍，本届青年美展特意取消评奖，只评选入
围展览的作品。“优秀的艺术难分高下，不

同的艺术门类也各有各的独特魅力。”
展览启用新人组成策展团队，将展览

分成心印之境、木道之语、精微之间和视觉
之外四个板块，为馆内青年策展人提

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此次入选艺术家不少是 90 后，不少作
品以多元的创作材料、前沿的数字媒体技术

等进行综合的艺术表达。比如湖畔媒体实验
室陈刚、李欣麟共同创作的《上海的风》就是

颇具代表性的一件，测风仪、电机、微处理器
控制板、亚克力板、幻彩镭射膜、触屏显示屏

等多种材料，凝结艺术与科技，并用作品唤

醒感官与记忆，引领观众去感受一阵微风的
轻拂。

青年艺术家的注意力不仅仅局限于高科
技，他们逐渐将目光转向所熟悉的人和物，呈

现个体的生命体验、探寻城市的记忆温度，追
求视觉之外的真实生活与丰富感受。以张亚敏

的树脂小雕塑《忙碌》为例，普通人在飞驰的地
铁上匆匆相遇，变形扁平的人物体现出一种强
烈的戏剧性张力和动态，好像是追求幸福

的脚步一刻不停，又好像是地铁飞驰

的速度把空间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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