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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大利著名歌剧导演马可 ·卡尼蒂10

日中午飞抵上海，上海歌剧院全新制作的普契

尼歌剧《波西米亚人》重启线下国际合作。昨

天，马可走进上海歌剧院感慨：“重启如常的生

活，从文化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将

与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再度合作，不仅在排

练厅里碰撞火花，还将在上海度过他的第一个

中国春节。

2015年，马可曾应邀来执导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参演剧目《茶花女》，在美丽的北外

滩，他和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以及上海歌剧

院合唱团的歌唱家们一起，呈现了一场精彩的

景观歌剧。马可和许忠相识早在2013年，那

时，两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一起与佛罗伦萨五

月歌剧院共同排演了奥芬巴赫的歌剧《天堂与

地狱》，相通的艺术理念也促成了此次《波希米

亚人》的合作。

这次全新排演的《波西米亚人》将于2月

10日至12日亮相上海大剧院，马可介绍说，这

一版的关键词是寒冷与贫穷，但即使在这样困

境中，爱情之花依然娇艳欲滴。中方联合导演

兼舞美、多媒体设计杨竞泽在舞美设计中应用

了转盘的设计，在长方体的冰面造型前，寒意

扑面而来。杨竞泽透露，故事设定在未来，但

呈现的命运是相通的，主人公依然挣扎在贫困

的压力之下，但是大家都燃烧着内心的激情。

《波西米亚人》是世界歌剧舞台的常演剧

目，也是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二度合作的

经典剧作。早在2012年，两家剧院便曾与奥地

利萨尔茨堡音乐节联合制作《波西米亚人》，先

后亮相萨尔茨堡完成音乐节与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十年后，两家剧院目光再度聚焦，不

仅力邀意大利著名歌剧导演马可 ·卡尼蒂与中

国导演杨竞泽联合执导，亦邀请到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石倚洁主演其歌剧生涯中的第一部普

契尼歌剧。

在马可抵沪之前，中意双方在线上沟通了

一年多，眼看首演之日越来越近，原本马可和

助理都做好了元旦来华隔离的准备，获悉中国

的最新入境政策之后，他们立刻改签了1月9

日的机票。从2020年至今，尽管歌剧创排的国

际合作面临着各种困难，但上海歌剧院仍然积

极应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步伐从未停止。

许忠透露，2023全新演出季中，上海歌剧

院还将携手上海大剧院，与巴伐利亚国立歌剧

院首度合作，排演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这

也将是这支声名显赫的歌剧院首度来华与中

国院团合作。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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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间
徜徉春江花月夜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英国国

家美术馆将于1月17日在上海博物

馆推出“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

家美术馆珍藏展”。昨日，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宣布，已同步引进出版的

经典艺术书系《英国国家美术馆 ·细

究名画》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在英

国国家美术馆携52幅名作首次来到

中国之际，这套同名的经典艺术书系

可谓是观展前的最佳读物。

这套丛书（全九册）于2009年由

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是文博界权

威学者联袂打造的“西方经典绘画

公开课”，讲述藏在细节里的“艺术

的故事”。今年首次授权中文版，既

是一部浓缩的西方美术史，也是一

套备受全球艺术爱好者追捧的艺术

进阶读本，其中收录了大量权威图

片。丛书作者阵容集合了英国文博

“国家队”，包括英国国家美术馆前

馆长、阿什莫林博物馆前馆长等。

丛书在浩若烟海的馆藏中挑选极具

代表性的作品，提炼出技巧、色彩、

面孔、画框、静物、风景、赝品、构图、

修复9个维度，使读者得以靠近艺术

家的创作。

对读者而言，这套丛书所提供

的9个视角便极为实用，不仅是西方

文化与文明的具象展示，还言说了

历史的兴衰与交替，展现了英国国

家美术馆连贯的研究体系和前沿

成果。丛书首次引进国内，得到了

诸多中国艺术同行的推荐。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

表示，这套丛书教会我们把站在美

术馆的画作前曾经丢失的珍珠一

一拾回，那些有心深入绘画奥秘之

境的人，沿着它会找到更璀璨的珊

瑚碧树。

醉白池边听《太白醉写》，“云间”漫步赏《春江花

月夜》。今日，江南昆曲大会将在上海松江区云间会

堂艺术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开锣大戏，张军领衔的

当代昆剧《春江花月夜》今晚将首度亮相松江新城，

在云间剧场带领观众走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

月共潮生”的迷离之境。

2022年是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诞辰120周年，

俞振飞原籍松江娄县。江南昆曲大会落户松江既为

缅怀大师，也为激励当代戏曲人守正创新。活动包

含“雅韵千秋——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戏

曲人物展”以及戏曲艺术讲座、表演体验等。

“云间”一夜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孤篇压全唐”

之作，编剧罗周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同名昆曲。剧本

讲述一个横跨50年、穿越人鬼仙三界，由爱恋情愫

生发，进而超越生死直面浩渺宇宙的故事。

当代昆剧《春江花月夜》创排于2015年并成功

首演，由张军兼任制作人并领衔主演，近年来频频受

邀全国巡演，被认为是“这个时代里昆曲最好的样

子”。

选择这部当代昆剧而非《牡丹亭》等传统经典，

回到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原籍所在地，张军想要展

现的是当代昆曲人的思考和探索：

“昆曲是中国戏曲艺

术诗、乐、舞

三位一体最佳典范，如何将这一写意传神的古老剧

种结合当下的审美，是我们这一代昆曲人不得不面

对的挑战。”

从园林版《牡丹亭》到独角戏《我，哈姆雷特》，再

到万人昆曲演唱会，张军坚信昆曲是他唯一能打败

时间的武器。融合也好、创新也罢，“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是昆曲的魔法，而江南昆曲大会的多维度呈

现就是要让更多人感受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剧种穿

越时空的魅力和亘古不变的魔力。

展中一梦
早在去年就曾轰动一时的“雅韵千秋——俞振

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此番也移师松江，并将于明

天在云间会堂艺术中心对外展出。

这一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附

属戏曲学校、上海之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的展览，对俞振飞的珍贵艺术档案资源进行个性化

的“二次开发”，通过大量珍贵的照片、文献、音视频、

戏单等艺术档案的展示，突出俞振飞对京昆小生表

演的发展，对昆剧人才的培养和戏曲教育体系的建

构。有趣的是，升级后的“雅韵千秋”充分运用当代

数字科技手段，以各类音视频为媒介，让大师在展厅

中与观众亲切“互动”。

在展厅正对醉白池的落地窗前，看似摆设的素

色花瓶里别有洞天，若有好奇的孩子凑近瓶口细看，

那是昆大班的艺术家们演绎的昆曲名段；而当你走

入“俞振飞声像档案”，能听见头顶定向感应

装置播放的老唱片，那是开明

公司1929年发行的俞振飞演

唱的《牡丹亭 ·叫画》片段。

此外，循环播放的影像资

料中还有1955年北京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俞振飞在北京与梅

兰芳、梅葆玖合作的《梅兰芳的

舞台艺术》一折，以及1976年

俞振飞在沪与刘异龙、张洵澎、

蔡正仁等合作的《太白醉

写》。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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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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