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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人来办青年美展

欧洲颇负盛名的古堡新天鹅堡在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驱动下，
建造得美轮美奂，其灵感源于天鹅骑
士——出自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
他的另一座艺术建筑，就是为伟大的作
曲家瓦格纳建造的——拜罗伊特歌剧
院，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只上演一位作
曲家作品的歌剧院。据说这个专门演绎
瓦格纳歌剧的场所，“音效好到仿佛观众
就坐在乐器上。”160年前的6月10日，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首演；日前，在这
个纪念日，上海歌剧院开放了这部恢宏
巨制“拜罗伊特音乐节2022年版”的排
练——该剧将于7月4日在上海大剧院
首演，这也是该版本的亚洲首演。
拜罗伊特音乐节由瓦格纳于1876

年发起，举办了100多届的该音乐节很
少“出国”。但这次，“拜罗伊特在上海”
项目落户上海三年。上海歌剧院在许
忠指挥下，日前演绎了该项目中首部歌
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片段。去年
在上海大剧院欣赏过《罗恩格林》的观
众，就可以感受到瓦格纳的宏大与细
腻、慷慨与温柔、粗犷与敏感、抒情与叙
事的高度融合，是如何震慑人心——那
一次，也是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巴伐利亚
歌剧院的合作。基于中德两地艺术家
的多次合作基础，才有了“拜罗伊特在
上海”的三年计划。

瓦格纳的拜罗
伊特剧院为何选择
上海？首先，是基于
上海歌剧院为了艺
术，做了充分的前期
准备和扎实铺垫。
他们早早布局，从与
意大利、法国、德国、
英国等优秀团队、艺
术机构的联合制作
等国际合作实践中
积累丰富经验，循序
渐进地向瓦格纳歌

剧高峰攀登。
联手欧洲各个院团高手的同时，上

海歌剧院近年来陆续将瓦格纳的巨作
搬上舞台，由院长许忠指挥的上海歌剧
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制作的瓦
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曾在第五届
中国歌剧节深受好评，与德国巴伐利亚
国立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罗
恩格林》以精良的制作和精湛的表演赢
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
在这些合作的“预热”下，瓦格纳的

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
琳娜·瓦格纳教授6个月前首次来到中
国，见证了亚洲唯一的拜罗伊特音乐节
驻地项目“拜罗伊特在上海”歌剧计
划。拜罗伊特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
德》是最能代表瓦格纳的巅峰之作，在
上海首度上演，一经开票便备受歌剧爱
好者的期待。
深耕歌剧指挥20多年，历经海内

外舞台40余部中外歌剧指挥的艺术积
淀，作为在国内舞台上挑战这部巨作的
首位中国内地指挥家，首次执棒《特里
斯坦与伊索尔德》对许忠而言，是一种
“海阔天空”的挑战，也是一种“水到渠
成”的应战。指挥瓦格纳歌剧的耐力，
不仅是长时间就复杂的音乐线条和对
位技巧中持续地维持音乐的张力，更涉
及对哲学思维、心理张力和戏剧深度的

综合驾驭。去年5月，许忠专程赴拜罗
伊特与卡塔琳娜·瓦格纳女士畅谈联合
制作歌剧的宏伟计划，卡塔琳娜女士特
地请许忠站上拜罗伊特歌剧院深达4米
的乐池指挥台，感受曾祖父理查德·瓦格
纳当年与建筑师奥托·布吕克瓦尔合
作，重构艺术感知，超越时代追求“整体
艺术”声景统一的乐池设计。此后，双
方在持续的邮件往来中畅谈歌剧的当
下和未来，为达成国际合作建立起信任
和理解，为推动上海歌剧院、上海大剧
院与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合作从意向洽
谈到签约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卡
塔琳娜表示：“正是艺术家之间的良好
沟通和理解，让其他都不成为障碍。”
其次，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也将在

这部剧目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本身也
有着多部瓦格纳歌剧及国际联合排演的
经历。与此同时，来自巴黎管弦乐团、莱
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比利时皇家铸币
局剧院的多位声部首席也将加盟到上海
歌剧院交响乐团。近年来，上海歌剧院秉
承剧院艺术发展理念，在与多个国内外顶
级剧院、学院和团队合作探索，不断深化
中国歌剧制作和演出的专业化进程。
最为重要的是，上海歌剧院拥有了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版权——这
比以往单纯地引进海外剧目巡演中国
有了本质的飞跃，并且版权价格颇为合
理，堪称“划算”。

7月初，多位瓦格纳基金会的资深
乐迷将专程到上海观看演出，也是对上
海持续不断提升国际化剧目制作能力
和演绎能力的信任与期待。
歌剧，是城市文化影响力的“多维

引擎”，“拜罗伊特在上海”歌剧计划的
开启，以战略视野整合国际顶尖资源，
不仅是歌剧领域的创新实践，更是一次
城市文旅消费场景的扩容契机。用与
旗舰同行的艺术理念和制作水准来驱
动文商旅体展融合的“超级接口”，见证
中国歌剧力量在国际的崛起。

《碟中谍8：最终清算》万众睢
睢，内地上映4天票房飙至2.36亿
元人民币，端午节三天假期，全国影
院票房4.6亿元，本片独吞近2亿
元，有望超越第七部国内3.48亿元
的最终成绩，但跟《碟中谍6》的
12.45亿元相比，明显力有不逮。

作为商业巨片，制作成本高达
4亿美元，借助系列品牌威势，集萃
了明星阵容，再现了“不死英雄”补
天浴日的传奇。场景奇观从现实到
科幻，从本土到北极，从摩天大厦到
荒野洞窟，从水下到天空，从地面肉
搏到直升机缠斗，加上最后一分钟
营救等，影片竭尽所能增加看点，献
媚观众。

影片还前所未有地强化了IMF
小队辅车唇齿般的团队合作。在前
作中，IMF小队当然不可或缺，但多
是辅佐伊森，而到了《碟中谍8》里，
则是并辔绝驰。影片让班吉担任新
队长，配合伊森完成寻找潜艇坐标、
冰海接应、封印智体等同等重任。
而在“碟7”登场的神偷格蕾丝和杀
手帕丽斯，也都成了伊森的绝佳搭
档。这种集体英雄主义变个人英雄
主义的设置令人耳目一
新，尤其是高潮排爆戏部
分，不同场景同仇敌忾的
平行剪辑，更是扣人心
弦，体现了“不可能完成
任务”的困难度和层次
感。

但遗憾的是，剧作粗
糙不专业，本片未成美善
之作。

首先，叙事冗长芜
杂，毁钟为铎。作为商业
片，竟然长达170分钟，
严重地挑战了观众心理
忍受极限。作为终章，
“全系列情怀”满满，加入
大量名场面的闪回，来彰
显“碟中谍”近30年来的
辉煌过往。但作为系列片，每部之间关联极弱，强行串连前尘
影事，显得牵强附会。本作人物烦冗，加之叙事叠床架屋，节
奏拖沓散漫，影调阴暗压抑，观感欠佳，爽感不足。

其次，过度话痨，对白索然无味。影片甫一开场，讲述智体
的强大及威胁，用大段文字而不是影像，已犯电影叙事之大
忌。而且全片充斥着大量机械枯燥的对白，场场都像例行公
事，每次都是数人不苟言笑地轮番说话，竟然每人一句，条析缕
陈，未能体现人物个性。这种传声筒式的对白，呶呶不休，连话
剧都忌讳，但在投资如此巨大的商业片中多次出现，令人诧异。

最后，本篇违情悖理，诞谩不经之处甚多。如本来断电断
网，就能解决智体控制核武器的危机，芟夷大难，却把几十亿人
的性命放在0.1秒的时机上来赌博，显得从思深忧远的总统、国
防部长到IMF小队，所有角色的智商堪忧；伊森潜入北极洋底，
进到潜艇里出来时竟然脱了潜水服半裸逃出生天，一个凡夫肉
体如何能承受深海的水压和严寒？最后拆炸弹时，因纽特人夫
妇竟然能跑那么快到山洞里，使得前面两人视死如归铺垫成为
多余；飞机缠斗，怀诈暴憎的反派讲了只有一个降落伞，但伊森
很快找到另一个穿上，降落半空烧掉后又变出来一个，让人不
明就里。加之终极反派智体是个口头概念，无感性形象，少了
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难以让观众沉浸于故事之中。

作为“碟中谍”系列的收官之作，前作都是典型的冷谍战
影片，注重文戏的张力，本作蝉蜕蛇解为超级英雄片，成了英
雄主义的终极狂欢。但时异事殊，阿汤哥无论如何老骥嘶风，
英心不退，毕竟英雄迟暮，不复昔日凤表龙姿。加之编剧意懒
心慵，创意枯竭，以致愆尤骈集，訾议丛兴，未能曲终奏雅。

上海青年美展即将迎来第十八
届。众所周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重大
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不
逊于以往的工业革命。这些无不在预
示，艺术也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局。
我们该怎么办？
上海青年美展诞生于1980年，正

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优秀的青
年艺术家在这个展览中涌现。他们中
不乏后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人物。尤
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艺术家以他们
的才华、勇气和热情，激发了人们的
思想活力和艺术创造力，拓展了人们
的视野和胸怀。艺术的活力，映射出
了国家和民族的活力；艺术的腾飞，
无不呼应着包括科技和经济在内的文
明腾飞。

45年前共同参与上海青年美展，推
动艺术繁荣的年轻人，如今大多是六七
十岁的前辈艺术家了，虽是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但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走到
潮头，已是时不我待。
艺术不能以生理年龄来划分，而应

以观念和风格划分。1896年诞生的刘
海粟，有些艺术观念至今依然比许多比
他年轻得多的艺术家还前卫。艺术群
体中也不乏大器晚成者。但从更大的

概率来说，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更大程度必然由青年艺术家去探
索和实践。这是艺术史的普遍规律。
青年强，则艺术强。未来的艺术世界归
根结底是他们的。
所以，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上海市青年文联三家主办单
位，决定对第十八届上海青年美展进行
重大的革新，大家认同一个办法：让年
轻人来办上海青年美展。
首先为本届上海青年美展建立了

一个十余位青年策展人组成的策展团
队。唯一“格格不入”的，是我这个总策
展，自惭远远“超龄”。我给自己的定
位，就是倾听和协调。倾听青年策展人
的想法，为他们上传下达，提供服务和
保障。
上海青年美展不仅要推出优秀青

年艺术家，更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年艺
术家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环境。将组
建青年艺术评论人、青年艺术媒体人和
青年艺术收藏沙龙，以期为青年艺术发
展，形成较为完善的生态链。
艺术类别的划分，也与时俱进，打

破传统的概念，增加青年艺术家和青
年艺术爱好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以较
为模糊的边界划分，来更好适应当下艺
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状。譬如，数码技

术目前已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类
别，它作为一种技术，已深深渗透于影
像作品、装置作品、雕塑作品，乃至架上
绘画中。
上海青年美展不仅将设立对优秀

艺术作品的奖项，还将建立一系列对优
秀艺术家的未来发展的综合扶持机制。
展出的场地也有大幅度增加，除了

刘海粟美术馆馆内，更有海粟文化广场
以及IAG艺术空间等户内外空间，实现
艺术与市民更亲密的接触互动。同时
还将联合沪上众多艺术机构、画廊举办
平行展等活动。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进行立体化的传播。
本届上海青年美展的主题定为

“机·智”，寓意在以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
能新技术革命时代，探索人类艺术创造
力、想象力和应对能力的各种可能性。
艺术本是人类为应对严峻多变的

生存环境，抚慰人心、创造美好，保持自
身思想活力、突破惯性思维，不懈创新
求变的文化活动。在风云际会的大变
局中，艺术未来会怎样？且看青年艺术
家和所有热爱艺术的青年一代的思考
和回答。
有才华、有勇气、有情怀、有作为的

青年艺术家，以及所有热爱艺术的年轻
人，是你们发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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