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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由

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发起的，他费

尽心力收集欧洲和日本等地的版

画作品，并将珂勒惠支、梅斐尔德

等欧洲优秀版画家的作品推介至

中国。昨天，“想象与真实——十

九世纪欧洲铜版画中的晚清帝国”

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

专题展厅开幕，展出宁波中国港口

博物馆所藏1843年出版的托马

斯 ·阿罗姆铜版画集《中国：那个古

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

中的铜版画90件。

17至19世纪，欧洲掀起了一

股“中国文化热”，欧洲人对这个东

方国家着了迷，思想家如伏尔泰等

人赞美中国拥有最高的道德，贵族

竞相追逐中国的艺术品，商人则对

中国的财富充满向往。在这样的

背景下，英国著名建筑师及画家托

马斯 ·阿罗姆创作了一套描绘中国

景象的水彩画，由伦敦的费赛尔公

司于1843年制成铜版画出版。版

画内容包罗万象，从巧夺天工的皇

家宫殿到精致优雅的南方古镇，从

挥霍无度的达官显贵到艰难度日

的平民百姓，从繁忙热闹的生产活

动到真挚虔诚的参拜图景，从静谧

安详的海港风光到紧张激烈的战

争场面，都被阿罗姆描绘下来。画

集一经面世便受到追捧，不曾到过

中国的欧洲人希望透过这本画集了

解这个东方古国。然而遗憾的是，

阿罗姆本人也从未到过中国，他笔

下的中国，一半来源于那些游历过

中国的画师“真实可靠”的素描稿，

一半来源于其自身，或者说欧洲人

集体对中国的想象。

这次展览中，上海鲁迅纪念馆

配套展出9本馆藏鲁迅相关欧洲

铜版画书籍，其中包括19世纪法国

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家古

斯塔夫 ·多雷的铜版画作品。多雷

为《拉伯雷文集》《圣经》《神曲》等

做过铜版画插图，这次展览也是多

雷铜版画插图的集中展示。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因其内容表现的强烈感染力备受

鲁迅推崇。鲁迅认为欧洲版画家

的作品“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

美术者的研究的”，由此推动了新

兴木刻运动在当时中国的蓬勃发

展。展期将持续至4月5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相关链接

铜版画不同于木刻版画，是用
金属材料，多为铜，制版印刷的版
画。制版时，作者用金属刻刀雕刻
或酸性液体腐蚀等手段把铜板版
面刻出所需图样。印刷时，先用油
墨涂布版面，使所有凹线都填满油
墨，揩去凹线以外的油墨后置于铜
版机上压印，纸受压后将凹线内油
墨吸附随后形成凸起的线条。由
于凹线有粗细、深浅、疏密，所附油
墨多少不一，因此铜版画层次更丰
富，基调变化也更复杂，可以表现
出非常细腻的画面效果。

想象无限，音乐无穷，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跨界品牌

项目“乐∞”（乐无穷）将于本月开启第五季。演出将以“年

轻气盛”为主题，共推出4台10场音乐会，展示中国青年音

乐人的音乐力量与无限创意（见下图）。
“本季乐无穷的策划思路是通过音乐人及其音乐作

品，向大众表达当下时代的‘年轻’态度。相较于前4季，

这次我们把音乐会现场搬到与观众亲近交流的B2音乐立

方。”乐无穷项目负责人刘夏如此介绍本季创作思路。4场

音乐涵盖爵士、电子、国风等类型，在几位青年音乐人创作

中打破固定模式，探索与创造年轻的表达方式。音乐会的

气质更偏当代生活与氛围体验，音乐不仅被欣赏，更与生

活方式相结合。

3月18、19日，第五季“乐∞”（乐无穷）品牌首台音乐会

“爵士‘曈’话之镜变空间”将登场。这是一台具有先锋电

子音乐元素的全新爵士演出，由知名爵士鼓演奏家徐之曈

牵头发起，电子音乐人、视觉艺术家韩涵参与设计多媒体

视效及电子艺术，爵士小号演奏家李晓川、爵士钢琴家黄

健怡、爵士贝斯演奏家田欣加盟，运用数字技术开拓爵士

乐的无尽可能性。

3月25日，“虚实之间——法兰克福头盔乐队音乐会”

将首次把音频声场构建技术搬进上海音乐厅，利用音频声

场构建技术，最大化地增强现场声音的感官体验，丰富听觉

层次，让观众置身于一个所有方向都有声源的精密声场中。

3月26、27日，2021音乐季颇受好评的“清醒梦 ·睡眠

派对氛围音乐会”再度归来，它将于不同时间段在音乐厅

的音乐立方举办五场音乐会。这是一段引导观众从深度

睡眠至逐渐唤醒的声音旅途，观众将在沉浸式氛围音乐引

导下进入睡眠，开启一场梦境。随后“舒服音乐”则以一个

安静的闯入者身份介入清醒梦之间，在音乐中唤观众。

4月1日的“竹之四季——竹笛/尺八、大提琴、钢琴三

重奏音乐会”中，青年竹笛演奏家张维本将试着用传统乐

器竹笛、尺八来搭配大提琴和钢琴，通过这几件乐器独有

的特性，用不同于以往的乐器组合表演形式来带领观众们

走向国风新世界。 本报记者 赵玥

事캬쫓뷇돊쿖튰짺뚯컯맊쫂

本报讯（记者 吴翔）猎隼

和麻雀，本是一对天敌，却在同

一个鸟巢上下成为邻居；老鹰

和狐狸，为了保护各自的孩子，

大打出手；蒙古野驴，为了血脉

的延续，把亲生子女赶出大家

族……这一个个真实有趣、清

晰生动的野生动物故事，将通

过一部8K超高清草原生态纪

录片《草原，生灵之家》（见图）
呈现在观众面前。该片昨晚在

东方卫视率先播出，随后将在

上海最新落成的8K全景声视

听展示基地——自然博物馆思

维影院向公众放映，为观众生

动展现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草原，生灵之家》围绕“家”

这一主题展开，从空中、陆地、水

下等物种的多维视角出发，记录

下大鸨、黄羊、蒙古野驴等30多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罕为人知

的自然状态。同时，片中锡林郭

勒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呼伦

湖、乌梁素海等多处名胜的壮美

风光，全面地展现出了内蒙古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该片由

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上海科技馆

联合推出，代表了上海的纪录片

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科学普及

领域相结合的领先水平。

导演唐欣荣专门从事野生

动植物纪录片的创作，主要作品

包括《黑颈鹤》《蒙新河狸》《蔚蓝

之境》等，屡获国内外大奖。他

介绍说：“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

的难点在于，它们都生活在偏

远、人迹罕至的荒野，而且机警、

怕人，不好接近，想要多角度地

展现野生动物最自然的状态，讲

好故事，必须要用高倍长焦、微

距、航拍等最先进的摄影设备，

然后对野生动物习性的充分了

解，使用隐蔽技术，耐心守候，才

有可能成功。”这部纪录片的拍

摄过程中，摄制组还遇到了暴雨

洪水等各种突发状况和自然灾

害，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访

了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的

8个，走遍了大半个内蒙古。《草

原，生灵之家》的制作，也得到了

来自内蒙古的专家团队的大力

支持，本片科学顾问之一的毕俊

怀教授，曾担任内蒙古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是

知名的内蒙古野生动物专家。

《草原，生灵之家》全程制作

采用8K超高清设备，从而实现

超高清晰度、超宽色域度。负责

这部纪录片8K技术工作的魔D

电影工作室曾荣获金鸡奖、金 ·

卢米埃尔奖、中美电影节“金天

使奖”等国内外大奖。《草原，生

灵之家》的拍摄也体现出上海在

8K超高清技术这条赛道上跑出

全球领先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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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看鲁迅推崇的欧洲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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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草原，生灵之家》带你领略草原生态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