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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坛翘楚板块

大牌音乐家奏华章
创造室内乐新高度

十余年来，东艺已经迎来送往了无

数乐坛翘楚和世界顶级名家名团。在

2018/19演出季中，一系列高水准音乐家

和室内乐团将继续造访东艺。

其中，奥地利哈根四重奏凭借着萨

尔茨堡的底蕴和亲情合作的默契，是当

今乐坛最著名的弦乐四重奏之一；多才

多艺的英国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将合

作苏黎世室内乐团；维也纳音乐平台室

内乐团主要由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管弦乐

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手组成，他们

将演绎“金色大厅的音乐瞬间”音乐会。

EIC巴黎爱乐厅天团、巴里·道格拉斯与

爱尔兰室内乐团也将带来精品演出。

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无论作为

钢琴家还是指挥，他对大师作品的精准演

绎和特立独行的做派，总能给人留下难以

磨灭的印象。2010年，他曾携长子沃夫

卡在东艺举办双钢琴音乐会。时隔 8年

后，这对音乐界的传奇父子又将造访东

艺。这对完美的合作者，因为有了亲情的

纽带，每次的演出都是珠联璧合。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东艺已让室内

乐赢得了口碑和市场，也培养了一批忠

实的室内乐观众。未来，东艺将邀请更

多明星大牌音乐家，打造国内室内乐演

出的精品。

舞光十色板块

“一带一路”引领中西碰撞
古典现代穿越丝绸之路

东艺素以打造“高水平、多样化”的

节目为追求。历年来，众多中外顶级舞

蹈团都曾登上东艺的舞台。在 2018/19
演出季中，“一带一路”将成为舞蹈演出

的新看点。

古城敦煌因丝绸之路而闻名于世，

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央芭蕾舞

团打造的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从

人性出发，以芭蕾和丰富的中国舞、民

族民间舞结合的方式，弘扬了以“敦煌

人”为代表的文化保护传承者百折不挠

的精神。

作为演出季开幕节目之一的俄罗斯

戈登科舞蹈团《俄风舞影》，将绽放俄罗

斯风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爱沙尼亚

的瓦涅姆因剧院芭蕾舞团也将远道而

来，奉上一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现代芭

蕾作品《白与黑的博弈》。乌克兰将为观

众带来芭蕾盛宴——乌克兰哈尔科夫国

家剧院芭蕾舞团将演绎芭蕾艺术中最璀

璨的两颗明珠《吉赛尔》和《舞姬》，两场

舞剧的首席舞者达尼拉·科尔苏特塞夫、

达莉亚·帕夫伦科、叶甫根尼·伊万琴科、

奥克萨娜·斯克里克均来自大名鼎鼎的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从乌克兰走向

世界的顶级舞蹈家马拉霍夫也将领衔主

演欧洲芭蕾明星 GALA，以精华舞段集

锦带来一场足尖上的视觉盛宴，观众将

欣赏到《吉赛尔》《灰姑娘》《睡美人》《天

鹅之死》等经典剧目的精华片段和现代

芭蕾作品。同样，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

芭蕾舞团的芭蕾明星演员也将献上一场

芭蕾GALA。

除了古典芭蕾演出，林怀民和云门

舞集也是东艺的常客，在新演出季中，他

们将带来《白水》和《微尘》。同时，云门2
《十三声》也将汇集台湾地区民间的唱

咒、古谣与庙会等元素，打造一部当代前

卫的舞蹈佳作。 □东艺 供图

东方艺术中心2018/19演出季揭幕

音舞盛宴汇名团“遇见未来”享美好
今年，东艺将迎来第13个

剧院演出季——2018/19 演出

季。6月30日下午，东艺演出季

发布会以全新面貌打造“遇见未

来”主题，公布118台 158场全

年豪华演出阵容。“大片时代”

“乐坛翘楚”“致敬经典”“舞光十

色”“跨界潮流”五大板块将融合

交响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

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多方位艺

术体验。其中，乐坛翘楚和舞光

十色板块，云集了交响（室内乐）

和舞蹈领域的名家名团，将为观

众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从“开天辟地”到“女娲造人”，从“民

神杂糅”到“绝地天通”……从远古走来

的中华创世神话，既反映了初民对宇宙

万物的理解，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

源头。日前，“仙人的树林——邬建

安×汪天稳”展览在震旦博物馆开幕。来

自北京的当代艺术家邬建安联袂来自陕

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华县皮影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汪天稳，以当代艺术装

置结合传统皮影的展览形式，讲述中华

创世神话。

观众步入震旦博物馆二楼水晶厅，

宛如超自然世界的“仙家园林”浮现在眼

前：十件形态奇异的仿真动物装置，散布

在 15 棵黄铜雕镂的“树木”之间。户外

光线从 7 扇贴有 UV 镀膜的落地窗透进

室内，为所有作品镀上一层瑰丽的彩虹

般的光泽。牙齿反向生长的大象、毛色

斑驳的梅花鹿、眼睛长在臀部的猪……

这些名为《征兆》的仿真动物装置，象征

神话中常见的预示祸福的奇异动物。而

“树木”则被统称为《白日梦森林》。观众

靠近观察，可发现“树叶”与“枝干”的纹

理精细繁复，犹如剪纸作品。纹理中还

存在变形的人体、动物等元素，仿佛神话

中的生灵。

展厅的正中位置，高达 6.9米的《通天

树》宛如一架“电梯”，“电梯”的皮制框架，

则采用传统皮影的制作工艺。一只公牛形

象的仿真动物装置，就好像乘着“电梯”垂

直升空。邬建安介绍，《通天树》展现的是

地天连通的神话观念。艺术家通过创作，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应始终保持对自

然万物的敬畏之心。

展览不仅为观众营造瑰丽的视觉体

验，还带来令人“震惊”的嗅觉体验：现场

弥漫着浓郁刺激的牛皮气味。邬建安坦

言，有些人或许不喜欢这股味道，甚至觉

得“臭”，但这恰恰是大自然的味道：“这股

气味把我们带回与自然亲近的远古环境

中。气味也是本次展览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展厅还辟出专区，呈现汪天稳雕刻的

72件社火皮影偶，并从料、工、形、纹角度

对皮影制作工艺进行解读。而在展览开

幕式上，陕西华州皮影戏团还带来皮影戏

《降火龙》，讲述了千年火龙修炼成精、为

害百姓，三名神仙前去降伏火龙的故事。

包含远古神话情节的剧情，原汁原味呈现

了淳朴的关中民俗文化。本次展览策展

人、震旦博物馆馆长赖素铃认为，华县皮

影艺术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时至今日神

话依然存在，它们以民俗、民间戏剧、民间

美术等多样形式，传承着世代先民的记

忆。

由于华县皮影的传承状况不容乐观，

汪天稳因此相当看重当代艺术家的合作邀

约。他透露，早先制作出的皮影，就是为了

演出皮影戏。40多年前，他的皮影戏被上

海美影厂拍成了电影，从而让更多人知道

了华县皮影。这个展览，让皮影能够与时

下流行的当代艺术相结合，为皮影的传播

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我期待展览能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喜欢这个国家级非遗项

目。”汪天稳说。

近年来，中华创世神话成为了文艺创

作的重要主题。其中在2016年初，上海启

动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

作与文化传播工程”，2年来已诞生了一批

文学、舞台、影视、美术作品。邬建安认为，

文艺界重新关注中华创世神话，反映的是

一种寻根思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

来？对这些深邃的哲学问题，创世神话提

供了朴素的答案，这带给我们强大的‘文化

自信’。”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当代艺术装置+国家级非遗“华县皮影”

“仙人的树林”讲述中华创世神话

《白日梦森林》的纹理精细繁复，犹如剪纸作品。□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光线从落地窗穿透进室内，为展厅镀上一层彩虹般瑰丽的光泽。 □资料图

汪天稳雕刻的72件社火皮影偶。□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俄罗斯戈登科舞蹈团将以《俄风舞影》为观众展现俄罗斯风情。 哈根四重奏是乐坛最著名的弦乐四重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