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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鸟
新LOGO，像用弯曲的线条构成了一本

随风翻页的书，而顶端悬停着一只从书本

中振翅而出的鸟，因为充满了智慧而显得

从容自在。这只智慧的鸟，又仿佛是栖息

在树上。左右对称的三角形LOGO，寓意上

海图书馆就像一棵不拒来者、包容生长的

树，树的两边，呈现两种深浅不同的蓝色，

仿佛被太阳照耀着的温度，象征每个读者

在图书馆都能被知识的阳光所普照、都能

得到人性化的服务。

“我们想要用新LOGO刷新那些关于

图书馆的刻板印象。读书需要‘勤’和

‘苦’，但图书馆早已不只是埋头苦读的藏书

楼了。现在的图书馆，读者身处其中，可以

像鸟那样感受到天空海阔，感受到诗意和创

意。而我们，作为知识的组织者、服务者，将

致力于用科技赋能文化，让读者置身智慧的

建筑空间，享受便捷、高效而创新的智慧服

务。”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这样诠释。

新LOGO由秉持“东情西韵”理念、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师陈幼坚捉刀，整套

视觉识别系统由熟悉上海文化发展的本土

顶尖设计师沈浩鹏完成。

中庭的美
“东馆特邀艺术家”之举也是全国图书

馆中的创举，徐冰、谷文达、申凡、倪有鱼等

中外知名的当代艺术家自东馆建设之初便

受邀围绕图书馆特质进行创作，将艺术之

美融入阅读空间。上海本土艺术家申凡的

作品就在东馆一楼中庭的地板上，这件名

为《往来春秋》的作品由1952年上海图书馆

建馆之初的报纸影像重叠而成，一行行文

字用最简单的黑白色涂去，留存下了金色

的标点符号，直观地表达了书刊中段落结

构的形式之美。黑白色既是最简单的色彩

也蕴含着最丰富的色调，它们所覆盖之处，

可以理解为计算机运算符号，指向一个未

知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音乐符号，呈现给

观者一曲无声的乐章。

中庭大厅是每位读者到达图书馆后的

第一个重要站点，是人们每次阅读之旅起

点。进入阳光遍洒的中庭，在这里仰望，又

低头沉思，他们是阅读者也是写作者，从这

里登堂入室，谱写人生版图。

室外的多样
室外是谷文达的作品《高山仰止》，艺

术家裹刻“高山”“仰止”二词于儒石之上，

所用石材取自山东境内，源于儒家故地，故

名“儒石”。一高一低，一开一合，长短相

形，高下相倾，以裹刻工艺雕琢。

还有一件郑重宾的《飞石》装置置于敞

开的室外公共空间，以飞石这一超现实的

艺术景观模拟信息时代的文明迷思，引发

观者对自然、对生命、对文明的思索。金属

材质构成的几何体块，似石非石；象征信息

文明的电子屏幕，似眼非眼。飞石装置中

的LED屏幕可播放外界景物的实时影像，

观者可在数字影像中能动地构筑自己的感

知模式。该作品在造型上与东馆主体建筑

遥相呼应。隐喻文明与自然共依共生。

今天，也是上海图书馆谋求转型之

时。“说到包容，不仅是读者在上图可以体

验我们的包容服务，也包括双方勠力同心，

一起向阳生长。我们将坚持公共阅读推广

与专业图情服务并重，倾力推动淮海中路

本馆与新落成的东馆齐头并进，整体转型

成为全媒体时代的新型图书馆。这个转型

的过程，我们自己需要努力，也希望广大读

者一起参与，共同浇灌上海图书馆这棵大

树。”陈超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图书馆东馆新LOGO发布

上횻ퟔ평뗄쓱춣퓚쫷짏
一只自由的鸟，来到

了我们中间。昨天，上海图
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在新建成的东馆以十件特
邀艺术家作品、新版机构标识
LOGO展现了对大阅读时代的
解读，也是对“智慧（intelligence）、
包 容（inclusiveness） 、互 联
（interconnection）”3i转型战略的
阐释。

吹响海派芭蕾集结号
2022年海派芭蕾演出季昨日官宣，上

芭从剧库中精选11部古典、现代、红色佳

作，组成“五大系列”，在全市7大剧场轮番

上演。预计今年总体演出场次将超过80

场，比往年增加近一倍。上芭还将参与“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等重要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海

派芭蕾的魅力。

剧目色彩缤纷
上海芭蕾舞团自1979年成立以来，始终

致力于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树立了典雅、

极致、时尚的海派芭蕾风格，积累了170余部

海派芭蕾代表作。

2022年海派芭蕾演出季11部大戏是上

芭不同时期创作成就的展示。其中既有红色

题材海派原创的《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宝

塔山》，也有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海派

创新《花样年华》《马可 ·波罗》；有世界文学经

典的海派诠释《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

也有芭蕾传世名作的海派演绎《天鹅湖》《吉

赛尔》《胡桃夹子》等。

五大系列80余场演出自2月起陆续登

场，《没有边界的旅程》《闪闪的红星》《宝塔

山》还将作为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

演剧目亮相。

致敬音乐巨匠
2022年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诞辰160周

年，上芭原创现代芭蕾舞剧《没有边界的旅

程》以德彪西的艺术经历为灵感，致敬这名敢

于反叛、敢于提出新思潮的艺术革新者。

该剧由上芭团长辛丽丽担任总导演，上

芭首席主要演员、艺术创作部主任吴虎生担

任编导，以诗化的结构、融合新古典主义芭蕾

和当代芭蕾的舞蹈语汇、充满印象色彩的舞

台视觉，塑造了一个充满“反叛”与“创新”个

性的青年艺术家形象，讲述了他在逐梦旅程

中不断寻求、探索，最终成就自我的故事。

在辛丽丽看来，这是个关于艺术、关于

人生，也关于你我的故事。而吴虎生从编导

角度给出了解读：“如果我们都可以勇敢地

探寻未知，如果我们都可以踏上没有边界的

旅程……期待观众们可以从中看到艺术家

的伟大。”

明星新星同台
上芭建团40多年来，青年演员先后在国

际大赛中斩获54枚奖牌，实现了中国芭蕾在

国际芭蕾舞大赛上零的突破——第一块奖

牌、第一个双人舞大奖、第一个芭蕾“奥林匹

克”金奖。

本次演出季中，领衔主演9部大戏的吴虎

生已是当代中国芭蕾顶尖力量，他数度摘得

中国舞蹈“荷花奖”表演金奖，也是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的得主。而主演范晓

枫、戚冰雪同样是中国舞蹈“荷花奖”表演金

奖获得者。让辛丽丽欣慰的是，经过多年人

才积累，上芭已形成了完整的演员梯队，年复

一年，通过每年十余部风格迥异的芭蕾剧、百

余场演出，坚持以老带新、以戏带人，年轻的

演员们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新生力量。

2022年，上芭还将把蕴含红色、海派、江

南文化的优秀芭蕾剧目输送到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芭蕾洋溢着优雅浪漫，也充满了生

命。海派芭蕾在上海文化土壤中生长，在一

代代上芭人的青春里绽放，”辛丽丽团长说，

“我们希望通过演出季来展现上海芭蕾舞团

在艺术上的追寻、创作上的探索，也让业界看

到上芭表演人才和创作力量的新生之姿。”

本报记者 朱渊

■《天鹅湖》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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