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李 纬 本版视觉/邵晓艳

高原雄鹰从新疆天山飞进了杂技剧

《战上海》里，也贯穿在上海斩获的一个个

国际杂技比赛的金奖节目之中。昨天，《天

山雪》在上音歌剧院首演，这是海派杂技剧

时隔四年后再次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剧中艺术化演绎的上海、新疆两地杂

技演员共同拿下国际杂技比赛金奖的故

事，也在现实中梦想成真。

60多年前，上海一批批知青奔赴新疆

支边，《天山雪》中主人公王雪峰的父亲便

是其中的缩影，在天山脚下出生的王雪峰

长大后来到上海学习杂技，并且在成名后

转型成了杂技教练，带着沪疆两地演员拿

下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实现了

新突破。

剧中的这段故事并非虚构，上海杂技团

与上海市马戏学校以两次国际大赛获奖的

经历为剧目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先是

2017年马校新疆班学员主演节目《担当-

抖杠》获第六届蒙特卡洛“新一代”国际马

戏节金奖，创造了少数民族演员在国际杂

技马戏大赛上获大奖的纪录。2018年上海

杂技团参赛节目《突破-抖杠》又获第四十

二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

今年5月试演的《天山雪》中，尚且只提

到这两项金奖，而就在昨晚的首演中，观众

惊喜发现，多媒体屏幕中增加了一项全新的

奖项。因为就在10月26日，由上海、新疆两

地演员在《天山雪》中联合演绎的《雄鹰-抖

杠》节目获得第十九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艺术节金狮荣誉奖。《天山雪》艺术总监俞

亦纲笑言，如果说之前还只是演绎，现在真

的是两地演员携手获得国际金奖了。

两条故事线交织着牵动观众的心。险

峻的立绳攀爬、揪心的空中飞人肉身修复

断裂的桥梁、非遗达瓦孜展现着运送物资

途中的如履薄冰，天堑修成天路的艰难通

过一个个高难度的杂技技巧展现在观众眼

前。而另一边，新疆杂技演员在上海的成

长也在“抖杠”这个王牌节目中得到了与众

不同的呈现。

多媒体影像以特写的方式展现着杂技

演员训练的日常，伤痛、汗水、失误，光鲜的

成绩背后，是天山雄鹰般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的精神。适时响起的主题曲《生而为鹰》

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体会到舞台的残

酷与热血。而“浦江情”一幕里的飞杆技

巧，更是全国首创，两根金属杆既是时间的

刻度，也成了海派杂技人如雄鹰般逆风翱

翔的舞台。

此次饰演王雪峰的是上海杂技团演员

王怀甫，飞杆技巧正是由他完成。此前他

是杂技剧《战上海》里的连长江华，和许多

杂技“老兵”一样，王怀甫的身上旧伤累累，

今年39岁的他回头望去，舞台上已找不出

一个他的同辈。在王雪峰的身上，王怀甫

仿佛看到了自己，他也将自己的奋斗历程

投射到了王雪峰身上。他表示：“其实这个

角色原型很多，我自己是原型，我们许许多

多的老师、前辈都是王雪峰的原型。”尽管

江华与王雪峰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异，但王

怀甫认为有一点不变，“他们都能带给我向

前、向上的力量。” 本报记者 赵玥

上海青年艺博会首次一城双展

让青年艺术家更多“被看见”

创作不拘一格
通过长期积累，青艺博已汇集了近2万

名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进步，青

年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和使用的媒介和材料

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概念中。

走入海派艺术馆的展厅，第一个主题

板块就是“扫一扫当代艺术展”。这一主题

由一批较为活跃的中青年当代艺术家组

成，他们以传统视角、题材进行了多种门类

的艺术创作，如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

综合材料等等。比如，潘松的雕塑《桥》灵

感源自汉字中的“桥”，结合了传统文化和

现代艺术的创作手法，雕塑以石头作为构

成元素，以榫卯为连接，展现出一种人类文

明的智慧结晶。“时空之境”——青年雕塑

家作品展聚集了19位中国当代雕塑家的作

品。青年雕塑家不单单应用传统材料，也

将木材、纸张等媒介融入作品，用自己的语

言，描绘了这个多元纷呈、变化无穷的时

代。“影像的余数”摄影作品板块上，独辟蹊

径者众多。比如，朱锋的作品《镜子》并非

相机拍摄的影像，而是将镜子直接放进扫

描仪中扫描。镜子本是空的，却因扫描而

在镜子中投射出各种美丽的幻象。

“青艺 ·起点”主题展每一年都为青艺

博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今年共有6270名

青年艺术家报名参展，最终脱颖而出获得

参展资格的仅150位。在展厅现场，可以看

到艺术作品天马行空的想象

无处不在。

服务面向大众
记者在展览现场观察发现，每一幅展览

作品旁，都贴有一个“艺典通”小程序码，感

兴趣的观众只要用手机一扫，便能出现该作

品的价格，同时，这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照

片和价格也能在手机屏幕上呈现，节省了观

众询价与比较的过程。展览上的作品价格

大部分在3000元至1万元，若真的有心，确

实能发现几百元的小雕塑作品，线条稚拙

简单，却也不乏小创意。一件以盛放的荷花

为主题的软雕塑，荷叶随人走过时还会有

几分荡漾，颇有点超级写实主义的风格，记

者扫了一下小程序，发现标价仅600元。

“价格尚在其次。”王芳说，“青年艺博

会是许多青年艺术家的起点，重要的意义

在于建立青年艺术家的自信心，也让更多

的观众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原创艺术

品，启动艺术品收藏的第一步。”

据悉，今年的青艺博主办方在艺术市

场服务宽度上更进一步，在“艺典通”基础

上，在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支持指导下，

为全国艺术家和创意人才落户闵行区提供

商务“一站式”服务，推出针对全国创意人

员的集中登记平台，完善集中注册、依法完

税等专业配套服务保障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行政上的便利搭

建好后，不仅解决了艺术家经营上的合法

性问题，还给予全国创意人才各种交易和

生活上的便利性。艺术的发展是缓缓的，

上海青艺博就是一片优质的土壤，给予年轻

艺术创作者机会，将来上海也会成为艺术

家办展览的必选之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今年的青年艺术展上有什么新鲜的作品？”这
成了近日参观海派艺术馆的观众心中的疑问。作
为上海四大艺术博览会之一、也是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一部分，第九届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以“电
量已满”为主题，通过设立四个主题展览+“艺灵境-

元宇宙艺术展厅”，全面展现青年艺术的无限活

力。“让青年艺术家‘被看见’，让观众能用不那么昂
贵的价格买到一件入门级的艺术品，是青艺博的初
衷。”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总监王芳表示。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本届青艺博还将于11月

22日至26日在上海世贸商城展览馆开启另一个展
期，用更多的作品面对新老观众。

本报讯（记者 吴翔）来自
长三角的很多家长上周末带着

孩子来到水乡南浔，观看第二

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节中节”——首届南浔国际亲

子艺术节带来的精彩节目，大

手牵小手，其乐融融……在亲

子艺术节期间，中外专家相聚在

南浔古镇，共同探讨如何因地制

“戏”，让亲子艺术节成为江南

古镇南浔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首届亲子艺术节从10月

28日起至11月12日，连续3个

周末共6天，为当地居民和中

外游客带来包括童话偶剧、魔

术展演、亲子音乐剧、音乐会等

类型丰富的9台16场演出，以

及精彩的古镇大巡游。著名的

声音表演艺术家乔榛在藏书楼

前激情诗朗诵了诗歌《蚕》，感

染力十足，吸引了众多游客驻

足聆听。他说：“这就是艺术和旅游结合

的魅力。亲子艺术是美好古镇最好的载

体。”戏剧专家刘明厚教授建议打造文

旅戏剧——为景设戏，为景写戏，融合实

景和舞台，让游客和亲子观众领略当地

文化的独特性。还有专家认为，亲子艺

术节应当“以艺术为媒，以童趣为魂”，在

专业表演外，可增加变装秀、假面舞会等

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和年轻人参与。

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节中节”，南浔国际亲子艺术节的首期

合作一签就是三年。亲子艺术节艺术总

监蔡金萍表示，亲子艺术节与上海也共享

了优秀的节目，并为南浔“度身定制”了多

个特色节目。亲子艺术节总策划吴孝明

说：“未来将把全世界优秀的亲子剧样式

引进到古镇来，同时把古镇‘全打开’。有

了亲子艺术节，古镇将会更加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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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剧中照进现实
《天山雪》里的沪疆杂技情

■《天山雪》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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