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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对歌剧的既定印象还停留在豪华

布景、庞大阵容的大制作时，室内乐歌剧已悄
然进入人们的生活，而科幻歌剧更是填补了

中国歌剧的空白。郝维亚说：“《七日》是受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交响乐团、中央音乐

学院创作中心联合委约创作，更侧重创作者
自身的审美体验。国际舞台上已有类似题材

的歌剧，比如很好玩的《海边的爱因斯坦》。”

为打造未来科技感，整个上交音乐厅的

舞台被打造为一个沙丘（见右上图），黑色金

字塔象征着力量，沙堆上一个低音大提琴的

琴盒，犹如一艘驶向未来的船，导演杨竞泽
说：“那象征着诺亚方舟。”而让整个舞台光斑

点点的是巨大投屏上布满星辰的浩瀚宇宙。
在杨导看来，这是一部关于未来的歌剧，第一

章便是“光的主题”，音乐中能听见光的声音。
这是部探讨未来的歌剧，畅想人工智能

发展到空前阶段，智能人和人类共同生活，甚

至萌生爱恋的故事。郝维亚说：“我们没有现
成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可以借鉴，更多依赖想

象。从主题到人物关系，从音乐结构到舞台呈

现，都是抱着对未来的向往或担忧，还有对歌
剧艺术规律的尊重，一起琢磨出来的。”

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指挥张洁敏直言：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时代正在到来，你无法阻

挡也阻挡不了，但我和郝维亚一样，不喜欢这
种生活被侵入的感觉。科技的飞速发展看似

拉近了人和人距离，实则是让人们更疏离。现

在，哪怕身处在地球的两端人，也能分分钟视
频对话。可是年轻人同坐吃饭，都还习惯于人

手一机。我还是想回到过去，打开门能和邻居

打招呼，买酱油能和老板聊两句。”
由于疫情的关系，郝维亚无法亲临首演

现场，但他也写了小卡片传递祝福：“《七日》
的可贵之处在于关注未来。在剧中我们探讨

了人的局限和困局，但是我们依然对未来充
满信心，就像我们对待今天的生活，饱含热

泪，却依然嘴角上翘。”

本报记者 朱渊

    本 报 讯
（记者 徐翌
晟）“艺术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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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不断地追
求想追求的。

一切对我来说
新鲜遥远又陌生，所以我才一直在路上。”画

了整整 50年，上海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中
国油画协会理事姜建忠（见上图）获奖无数，

却很少举办个人展览。上周末在鸿美术馆开
幕的“姜建忠：作品 1985-2021”是他艺术生

涯中的屈指可数的大型个展之一。
此次画展汇聚了近 60件作品，以油画和

素描作品为主，也有油画棒、丝网版画、综合

媒介实验作品等。“每一块色彩都有血有肉，
每一根线条都有情有义。”画家李向阳这样评

价姜建忠。
姜建忠画人物，也画静物，创作历史画，

出版过《素描新概念》，还画过中国画。在完成
了“演算”和“静物”系列的创作后，他又回到

了熟悉而擅长的人物肖像画。在展览的作品
中，可以看到《解读黛安 ·阿勃兹》中东方传统

人士与西方观念摄影的对话，《等待戈多》是
对一出荒诞戏剧的转用，《阳光男孩》则是时

尚代码的转译，平整的大面积灰块上，没有机
锋，有的是神秘莫测。无论对面的人物是谁，

姜建忠总能把画的调性处理得有诗意，总能把画面调成“平静的
辉煌”，在暖灰调中掠过“冷峻”，在冷灰调中带有“温度”。

“让绘画回到绘画中去！”这是姜建忠在他领衔创建上海美
术学院具象实验工作室时提出的口号。他认为油画有其自己的

语言脉络，油画没有了细火慢炖，就变成了快餐文化，更不要用
掠夺市场的方法去思考艺术。姜建忠和他的同道们一起赋予了

“海派艺术”以新的文化意义和现代内涵。

展览将持续至 12月 14日。

    昨晚开幕的“影像上海”，回归上

海展览中心，汇聚了国内外 50余家画
廊、机构与出版商，在后疫情时代展开

画廊、机构、藏家和买家的线下交流。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摄影

家刘香成，艺术总监凯伦 ·史密斯共同
策划了以“上海世纪：上海精神”为主

题的这次展览。此次展览，借助 32位

本土和国际摄影师的创作，再现上海
这座国际大都市过往三十年的日常生

活和城市景观。刘香成与凯伦 ·史密斯
表示：“艺术是当今世界提及上海时的

印象之一。‘上海世纪：上海精神’，折
射出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上海

拥有的悠久多彩历史，在欧式建筑和
树荫光影间被缓缓道出。”

“SOLO”单元专注艺术家个人项
目。其中，HdM画廊（北京，伦敦）将呈

现胡为一新作《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
经是座房子》；何顿画廊（上海）将呈现

陈嘉屹的作品；一时画廊（上海）将呈
现孙海霆的作品。

“影映”单元以“Re”为主题，期
待探索人类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种

种困难、挑战。“Re”既是行动，也是提
问：世界应该如何重启连接与对话，又

如何对当下进行更新与建设。由此，
“Re”这一主题本身也代表着回归、反

思、改变与创新。

每年的“影像上海”中，“洞见”板

块都聚焦于摄影发展历程中特定主体
或重要时刻。今年，这一板块由策展人

何伊宁策划，以“图汇未来”为主题，通
过 12位/组国内外艺术家作品，考察

与人类未来生活紧密相关的诸多议
题，同时也试图提醒观众谨慎对待图

像给我们带来的陷阱。在今天的“对

话”板块中，何伊宁将进一步对话参展
艺术家“史莱姆引擎”与张文心，并与

开放像素主理人汪润中一起，深入探

讨相关问题：作为凝想者，艺术家是如

何利用技术图像来拓展自己对世界的
思考？

2021 年是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
的全新起点。博览会联合创始人、执

行总裁斯考特 ·格雷表示：“我们格外
高兴能举办新一届博览会，继续支持

艺术家们、迎来参观的客人，并将中
国当代摄影艺术中的一些精粹呈现

给大家。”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影像上海”昨晚回归

镜头写给上海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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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科幻歌剧
《七日》将首度在捷豹 ·上
海交响音乐厅亮相。谈及创作
初衷，作曲家郝维亚说：“人工智
能貌似很有用，帮我们解决很多问
题，但这一‘庞然大物’也正越来
越深地入侵我们生活，我担心人
类被物化。这部歌剧并没给
出未来的答案，只想引

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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