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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上海琉璃艺术博

物馆为观众精选来自法国卡帕萨现代艺廊永

久典藏，包括14位艺术家的46件作品，涵盖

雕塑、摄影、绘画、玻璃、

陶瓷等多种艺术类型。

日前，这场名为“飞行的

眼睛——探索法国传奇

古堡卡帕萨艺廊的当代

艺术”在上海开幕，创作

者们以自身经历和探

索，表述着生命和时间

的意义。

乔治 ·尚克洛是法国

现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

艺术家之一。童年时期

在二战中艰难逃生的经

历影响其一生。他的陶

瓷作品和青铜创作，为众

多著名博物馆收藏，也曾

经作为永驻的公共艺术

陈列于城市和建筑之上，

母题是人类的悲悯。作

品《同伴》成为上海展览

的封面——未经装饰的灰色陶土展现了生

命的脆弱，细腻雕塑的肌理展示了强韧的力

量，作品让人想起米开朗琪罗不朽名作《圣

殇》，在至暗时刻中，人与人之间温情柔软的

拥抱。

“人最后剩下的是什么？这是所有艺术

家都在探讨的命题。那便是情感。是爱。任

何东西剥夺不了它们。”策展人杨惠姗（见图，

右一）说，她和丈夫张毅都很欣赏乔治 ·尚克

洛作品，张毅生前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

举办乔治 ·尚克洛的展览。“此次，上海琉璃艺

术博物馆联手卡帕萨现代艺廊，得以在上海

特别展出两件乔治 ·尚克洛的传世真迹。”

师承乔治 ·尚克洛的范尼 ·费雷，作品《表

演者》为这次的展览带来

了充满动态的情绪感

知。她以黏土雕塑而闻

名，通过陶泥雕塑，青铜

铸造创造出富有生命力

的作品，她非常喜欢在生

活场景中融入动物；艺术

家弗拉基米尔 ·兹宾诺夫

斯基将难以协调的玻璃

和石头融为一体。两种

表象上互相排斥的材质，

在空间中和人互动。不

规则的石头及玻璃之间，

线条的流动形成了整体

统一性，以至于整个雕塑

几乎被误认为是自然形

成的结晶；马克 ·珀蒂作

品中孤独的人们，有着阴

郁的样子，他们似乎迷失

方向，被压抑的情绪所支

配，犹如身体脱离现实，灵魂无依存地徘徊。

卡帕萨现代艺廊是一座法国的展览中

心，同时是法国权威的现代艺术重镇之一，由

一栋17世纪的古迹建筑修复而成。在这栋

古堡中，陈列着80多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

品，创作风格多元。此次展览是卡帕萨现代

艺廊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多位艺术家联展，每

件展品均引领着各自领域的艺术锋芒，其中，

更不乏首次来到亚洲展出的大师级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9月1日。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小时候弄堂里

听到过的一段童谣，你最好的朋友在你耳边

连续不断倾诉15分钟……这些‘声音’比一

段音乐对你来说是不是更有意义，而不仅仅

是‘好听’？”在昨天多伦现代美术馆对公众

开放的“听路：中国当代声音艺术实践”上，

参展艺术家陈维对记者解释“声音艺术”。

“听路”展出的并不是一群“演奏不好乐器的

艺术家”退而求其次的作品。

展览以2010年为时间上的坐标，参展艺

术家陈维、孙玮、王长存、颜峻、杨嘉辉、张安

定以当代艺术视野中的展览为线索，通过文

献与档案来回顾声音艺术在中国的进展，观

察中国声音艺术家的创作演变，思考声音艺

术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与未来的可能。

“听路”作为一个短语，是不符合日常语

法规范的。按日常逻辑，路总是被“看”到，

没有一条路是能够被“听”到的。但是策展

人殷漪并不是要用“听觉”去替代“视觉”，因

此展览出现的声音艺术作品中大量使用图

像材料与视觉形式。美术馆门口的大屏幕

与进门处的屏幕互相联动构成了陈维的作

品《协奏曲/弹幕》。路过的观众有兴趣扫一

下门口屏幕上的二维码，输入自己想好的

短语，这个短语经过短短的几秒钟就会出

现在正在直播展厅实况的大屏幕上，如“这

里到底在展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疑问时不

时飘过。

在这个展览上，我们会听到各种曾经被

忽略、被掩盖的声音。比如，杨嘉辉的作品

《消音状况之二：消音舞狮》，与我们日常所

见的锣鼓喧天的舞狮不一样，去除了喧闹的

锣鼓、周边的鼓掌欢呼、市井嘈杂，唯留下舞

狮人转动狮子舞具时轻微的碰撞声、站在凳

子上表演的脚步声以及舞者的呼吸声……

“安静”下来的舞狮，因为专注，让观看者的

内心更为舞狮者的一举一动而动。

因为“听”是一种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和

存在方式。对声音艺术的种种阶段性的认

知与评价也关联到更宽泛的当代艺术创作

方法与形式；也将作为一种实践，更广泛地

介入我们如何感受、认知、思考我们与世界。

“听路”展还选取了“唤醒巴特西”“转

速：中国声音艺术大展”和“原音：太原的地

方声景”这三个前几年影响较大的展览的部

分文献，展示部分参展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

声音艺术作品、艺术家访谈和艺术评论文

章。展览将持续到6月16日。

奈飞版《三体》将于3月

21日全球同步上线。专注于

《三体》IP内容开发的三体宇

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透露，《三体》是奈飞有史以来

单集投资最昂贵的剧集，这部

剧的上线，让中国科幻带世界

观众一起“仰望星空”。

《三体》已然是全球著名

IP。曾经，中国科幻小说一

度只是一个小众市场，中国

科幻迷往往热衷于阅读国外

作品，国外也很少有人阅读

中国科幻故事。刘慈欣改变

了这一局面。他创作的《三

体》于2006年首次在《科幻世

界》上连载，故事中既有能移

动整个星球的大型工程项

目，也有平静的人类情感呈

现，已拥有超过2.6亿的粉丝

数。这部作品之所以深受科

幻迷的喜爱，因为它是一部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

考世界、开启人类与宇宙关

系的作品。

此前，腾讯版《三体》电

视剧已经赢得了原著粉的好

评，堪称中国科幻电视剧创

新的里程碑。同时，该剧全

球发行已覆盖美洲、欧洲、亚

洲、大洋洲，在社交平台上观

看人数达数百万。“三体宇

宙”也在不断探索、挖掘《三

体》的文化价值，比如将制作

《三体》VR互动叙事，开发

《三体》系列游戏，并授权开

发《三体 ·引力之外》沉浸式

科幻体验、三体宇宙闪烁增

强现实观测站和三体沉浸式

艺术展等。

“三体宇宙”方面透露，奈

飞给予《三体》的制作班底和

经费均可谓“豪华”。这部由

《权力的游戏》主创大卫·贝尼

奥夫、D·B·威斯和华裔制片

人亚历山大·伍联手制作的科

幻大片平均每集预算高达

2000万美元，全季8集总计约

1.6亿美元，是奈飞有史以来

单集投资最昂贵的剧集。上

线前，奈飞版《三体》发布三条

预告片播放量都已破千万，或

将令中国科幻小说迎来迄今

为止最大的观众群。

《三体》已然是一个世界

性的IP，据了解，专注于《三

体》IP内容开发的“三体宇

宙”还在不断探索和开发《三

体》背后的巨大文化价值，比

如将制作《三体》VR互动叙

事，开发《三体》系列游戏，并

授权开发《三体 ·引力之外》

沉浸式科幻体验、三体宇宙

闪烁增强现实观测站和三体

沉浸式艺术展等。

通过奈飞花大价钱改编

《三体》，可以看出全球观众

对中国IP的接受，也是对中

国作品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

的认可，更突显了中国文化

IP的价值。《三体》的主旨是

传递全人类团结共同克服逆

境的主题，在科幻故事中表

达这样的精神内核，也能展

示中国文化的精髓，增强世

界观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小说

描述我们共同的梦想，也展

现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危机。

科幻最能引起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的共鸣，是沟通世界

的桥梁。” 本报记者 吴翔

《三体》IP即将上线奈飞

“飞行的眼睛”
看法国当代艺术

“声音的记忆”
听那些艺术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