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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里，

引起轰动的“中国式风景——林风

眠吴冠中艺术大展”已经闭幕，但

是，“中国式风景”仍以各种形式延

展着广度、深度与热度。昨天，“中

国式风景”进入了普通居民的社区

生活。中华艺术宫携手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推出“艺术电梯计划”，在

陆家嘴市新居民区和东园二居民区

的18台加装电梯里，居民将不再被

反反复复的广告围绕，目所能及之

处是赏心悦目的林风眠和吴冠中的

作品（复制品）。

作品点亮空间
当市新居民区1号楼电梯门缓

缓打开，林风眠的作品《绣球花》即

刻进入了视野，色彩绚丽的绣球花

充溢着画面，饱满旺盛。鲜艳明丽

的红黄蓝三色对比强烈，浓郁厚重

的色彩构成了花瓣，同时保留了印

象派绘画的笔触，呈现出光影的微

妙动态。大师之作点亮了整个电梯

轿厢，令狭小的密闭空间顿时有了

明媚鲜艳之感。

上海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负

责人、中华艺术宫副馆长马琳告诉记

者，作品的一侧贴着以A4白纸打印

的艺术家简介和作品赏析，以详尽

又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介绍艺术

作品，“因为照顾到社区内众多老年

居民的阅读习惯，还特意将字体尽

量放大了一号”。如此郑重其事的

标签说明，令人拥有了进入美术馆

参观的同感。展出的作品还都配有

二维码，观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深

入了解作品的背景和创作理念。

在小区其他电梯，以吴冠中的

《山》和《崂山松石》为背景设计的作

品，生动地展示了自然的壮丽和艺

术的魅力。当观众走近电梯时，绚

丽的画面仿佛在召唤他们。电梯内

则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林

风眠的《溪流》呈现出温柔的色彩和

细腻的笔触，而吴冠中的《荷花》和

《都市之恋》则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

元素，展现了对自然和城市生活的

深刻理解。因为每部电梯内所展示

的作品各不相同，每过一个月，作品

都将进行轮换，满足居民的好奇心

与渴望。在展出期间，居民若想看

到其他楼栋电梯内的作品，还可以

参加定期举办的工作坊。

艺术丰富日常
现场观众被电梯门里的艺术场

景所吸引，有的人当即扫

描二维码，沉浸

在艺术背

后的故事中。这个瞬间，艺术不仅改

变了电梯空间的面貌，更在无形中提

升了社区的文化气息。居民代表表

示，社区居民对这个项目充满了期待

和喜爱，“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近距离

感受林风眠、吴冠中的艺术作品，是

一种全新的体验”。

昨天在现场还举办了“蓝晒艺

术工作坊”。工作坊将蓝晒艺术的

历史与现代艺术大师林风眠、吴冠

中的作品相结合，通过花卉与植物

元素，探索光影与蓝色的无穷魅

力。工作坊不仅让居民学到了新的

艺术技法，还通过亲身实践体验了

艺术创作的乐趣。工作坊完成的作

品将展示于市新小区的楼道中。

中华艺术宫党委书记、执行馆

长王一川表示，在电梯内以简约的

现代风格呈现出林风眠和吴冠中的

经典作品，让每位进入电梯的居民

都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她说：“这

种‘艺术融入生活’的形式，拉近了

居民与艺术的距离，推动了社区治

理的提升，正是中华艺术宫致力于

‘人民城市’理念的艺术实践和传

播，肩负‘社会大美育’使命和责任

的生动体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中国式风景”进入居民社区电梯
林风眠吴冠中的画作抬眼可见

在舞蹈热逐年升温的当下，“去

上海看舞蹈”已然成为高频词。

荟萃12支“镇团之宝”经典舞

段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精粹》在

上海大剧院掀起的热潮尚未退去，

昨晚，《马林斯基剧院芭蕾精粹》又

“接棒”亮相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

中心。短短9天，俄罗斯两大芭蕾

“天团”分别带着各自“压箱舞

码”——史诗级舞剧《斯巴达克

斯》、古典芭蕾“里程碑”《舞姬》争

相竞艳，让人清晰看到同属俄罗斯

芭蕾学派却又风格迥异的两支舞

团的不同魅力。

不仅如此，上海舞迷的老朋友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

也将于下月中旬闪亮登场东方艺

术中心，带来《安娜 ·卡列尼娜》及

《俄罗斯的哈姆雷特》。在第23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从

舞剧《李清照》拉开序幕，到胡沈员

的《敦煌归来》、杨丽萍的《荆楚印

象》，国内外近20台重磅作品纷至

沓来，“舞”动全城是随时都能感知

的氛围。

昨晚散场时近10点，前滩31临

时储物柜前，观众孙悦熟门熟路地

取出小行李箱，她要赶最晚的高铁

回苏州，第二天9:00还有早会。问

她觉得演出怎样，她笑说：“有被美

到。”这或许也是每个跨城、跨国来

追舞的小伙伴最满意的回答。

如果说，不久前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

《斯巴达克斯》是一曲

气势恢宏的英雄史

诗，那么明晚将亮相

前滩31演艺中心的

《舞姬》则是带着浓浓

东方色彩的爱情传

奇。作为最考验芭蕾

舞团实力的作品之

一，舞剧传承了150

年，而马林斯基剧院

的这部《舞姬》也是被

公认是当下留存最原

汁原味的版本。

1877年2月，芭

蕾舞剧《舞姬》首演，

其编舞是帝国剧院

（马林斯基剧院的前

身）芭蕾大师、素有

“古典芭蕾之父”美誉的法国编导马

里乌斯 ·彼季帕。1941年，苏联编

舞家瓦赫坦 ·查布基亚尼和弗拉基

米尔 ·波诺马廖夫在查阅史料及历

史舞谱之后，联手为基洛夫芭蕾舞

团（今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创

作了今天所见的芭蕾舞剧《舞

姬》——这个严谨的版本保留了大

量彼季帕原始编舞风貌，且更规

整，自此成为之后所有《舞姬》的基

础范本。

此次，在《舞姬》中担任索罗尔

一角的是被中国观众亲切称为“飞

人”的首席舞者金基珉，凭借超高技

艺享有“轻功芭蕾第一人”的赞誉，

在昨晚的GALA中，他的大跳所带

来的“滞空感”也让人拍案叫绝。

作为一名来自韩国的舞者，谈起俄

罗斯两大“天团”的风格特色，他

说：“莫斯科人较为外放，他们的舞

蹈风格激情四射，而圣彼得堡更具

人文气质，舞团风格则更含蓄、内

敛、细腻。”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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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

划”委约作品《尝试集》

（2.0）昨天在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上演。《尝试集》改

编自鲁迅的《呐喊》，重燃

当代青年与鲁迅之间的

炽热对话，让观众感受鲁

迅作品的魅力。导演金

世佳（见右图）演出前在

接受采访时说：“上海有

这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我想我们青年戏剧人只

要按照戏剧规律创作，踏

踏实实地，有朝一日也能

像北京人艺的前辈一样

打造出经典。”

金世佳毕业于上海

戏剧学院表演系，2023年

创办了尤古立剧团。《尝

试集》是尤古立剧团的第

二部作品，该剧是对原著

《呐喊》十四则短篇故事

的打碎与重铸。试图引

领观众们走入一个由厚

重历史与戏剧创想交织

而成的另类时空：当初没

有选择弃医从文的鲁迅

学成返乡，置身百年前的江南小

镇，目睹众生百态，最终还是发出

了震撼人心的呼喊。

创作这部剧源于金世佳参观

《呐喊》出版100周年纪念展览后

的感触。在创排过程中，主创和演

员从文本出发，对人物、年代与其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民间生活做了

很多的前置探索，由点及面，将生

活感情与历史感情沉淀融合。

《尝试集》（2.0）的舞美与服装

设计寻求一种贴合故事时代背景

的朴素质感。在金世佳看

来，华丽的服装和舞美会

在舞台上为演员设置一个

有安全感的“堡垒”，这反

而会削弱角色情感爆发的

感染力。“我希望可以在有

质感但尽可能简单的舞美

和服装下，演员可以将角

色的思想不打折扣地展现

在舞台上。”此外，金世佳

也希望此次的舞台能多几

分新意，一个大胆创想便

是融入摇滚乐这一充满激

情的音乐元素，制造更多

戏剧层面的反差感。“希望

摇滚乐的加入，可以与舞

台上的这个一百年前的小

社会产生一些撕裂与碰撞。”

从演员到剧团发起人，再到戏

剧编导，这一系列角色转身的背后

是金世佳对舞台和戏剧的初心与

执念，金世佳渴望摸索出一条路，

让尤古立剧团带给观众更多严肃

的、文艺的戏剧作品，也为戏剧人

保留一片纯粹的表演空间。“希望

剧团可以每一年都带给观众一部

不同的作品，对于观众和尤古立都

是不同且新鲜的。”金世佳说。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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