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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艺2018/19演出季推全新免费艺术系列讲座

让古典音乐融入未来“围炉乐话”等你来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与流行文化密切

相关的波普艺术，成为了一种蓬勃发展的艺

术风格。无论是大众喜爱的娱乐明星，还是

超市里随处可见的日用品，都成为了波普艺

术表现的对象。继 2016年余德耀美术馆引

进波普艺术先驱安迪·沃霍尔中国首展取得

轰动之后，今年秋天，浦东滨江的艺仓美术

馆又带来另一位波普艺术大师罗素·杨的中

国首展。

在这个名为“罗素·杨之造星时代”的展

览中，集中了美籍英裔艺术家罗素·杨过去

20 多年的作品，包括 94 组波普艺术创作，8
段巨星试镜影片，汇集了26位中西方名人的

肖像。此外，罗素·杨还为此次展览全新创

作了中国名人系列作品，对中国人所熟悉的

明星形象进行加工与重塑。展览中，邓丽君

“遇见”了玛丽莲·梦露，中国观众与波普艺

术也走得更近了。

上世纪60年代，罗素·杨出生于英国，他

在艺术院校学习过平面设计、绘画、电影和

摄影，后在商业摄影界工作，为他日后的名

人肖像创作提供了灵感。在罗素·杨成长的

时代里，摇滚音乐在西方世界盛极一时，反

映了年轻人的反抗精神与价值观。从被《滚

石》杂志评选为“史上最伟大摇滚艺人”的大

卫·鲍威，到代表朋克精神的席德·维瑟斯；

从“猫王”埃尔维斯·普里斯利，到滚石乐队

创始成员米克·贾格尔……观众可在展览中

看到，罗素·杨定格了一批摇滚音乐代表的

形象，用“叛逆”的波普艺术表现“叛逆”的摇

滚明星，显得相得益彰。

罗素·杨深受安迪·沃霍尔的影响，甚至

还收藏了一台沃霍尔曾使用过的版画印刷

机。因此，罗素·杨选用了沃霍尔曾涉猎过

的许多创作题材，玛丽莲·梦露就是其中之

一。沃霍尔采用浓艳的色彩和平涂手法，不

断重复梦露的肖像，向观众传达她作为“消

费产品”的身份，成就了波普艺术中的经

典。与沃霍尔抹去个人性格的梦露像不同，

罗素·杨的代表作《哭泣的玛丽莲》，表现了

梦露内心的脆弱，引发人们对红颜薄命的惋

惜以及对旧时光的怀念。罗素·杨还在梦露

的肖像上，敷上一层闪闪发亮的钻石粉，增

添了华丽而神秘的质感。

而在与《哭泣的玛丽莲》同系列的“钻石

尘”作品中，观众还能看到李小龙、邓丽君、

张国荣、周迅等中国明星的肖像，它们同样

被贴上了闪闪发亮的钻石粉。“我的童年生

活在英格兰北部，天空是阴沉和灰暗的，所

以我对跳动的光线总是特别着迷。”罗素·杨

介绍说。

本次展览还特设互动项目，让观众体验

一把做明星的机会。在美术馆2楼的4个“巨

星影棚”内，观众只需摆好姿势，等待摄像头

的一记曝光，一张极具罗素·杨特色的“明星

照”就这么诞生了。当观众登上美术馆3楼，

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像与明星肖像“肩并肩”。

“观众影像每15分钟滚动更新一次，在此期间

你就是焦点人物”。艺仓美术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安迪·沃霍尔曾预言：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每个人也

都能在15分钟内出名。”随着科技与大众传媒

的发展，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一夜成名，这一

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秉承波普艺术的精

神，这一互动项目既呼应了“造星时代”的展

览主题，也还原了“明星亦凡人”的真相。

本次展览是 2018浦东文化艺术节的活

动之一，将持续至明年1月6日。

文化的多元和观众的小众化是演艺文化

发展的一大趋势，剧院应该秉持变艺术殿堂

为艺术课堂，甚至人生课堂的理念。东艺在

开业之初就规划设置了3大免费系列讲座，致

力于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准。此外，东艺还以

大众文化的视角开设了各类围绕文学、历史、

绘画、音乐、戏剧、舞蹈、动漫等专题讲座。除

了音乐普及讲座、互动式的现场艺术体验、

“艺术家零距离”活动，东艺还赋予每个会员

活动日一个主题，比如交响日、芭蕾日、钢琴

日、话剧日、京剧日等。

今年 10 月起，东艺为 2018/19 演出季策

划了全新系列讲座——“围炉乐话”，从古典

音乐、跨界流行、“一带一路”等不同角度来做

艺术普及。10月 6日的首场讲座很受观众追

捧，从10月到12月中旬，几乎每周都会有一、

两场“围炉乐话”讲座在东艺开讲，只要成为

东艺会员，便可免费参与。

和欧美剧场普遍以老年观众为主不同，

中国市场的主力军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留

住年轻人，也许能给东艺一个新的未来。”在

东艺总经理雷雯看来：“我们是活在未来的，

东艺需要考虑年轻人的市场、女性的市场，不

要把古典音乐搞成中老年人专属品，乃至非

物质文化遗产、化石，不要让年轻人觉得进大

剧院听音乐和自己的生活格格不入。我们也

要用适应年轻人的方式，在他们习惯的文化

语境中，帮助他们一点点地提升自我，让古典

音乐融入未来。”

作为公益性讲座，“围炉乐话”系列邀请

到了业界3位主讲嘉宾，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陶辛，上海广播电台 FM103.7 著名主持

人张明，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依尔，他们将从

古典音乐、跨界潮流、“一带一路”三个方面讲

述多元文化下的多样艺术形式。

2018 年东方艺术中心迈入第 13 个演出

季，持续以“听交响，到东方”作为东方艺术

中心的核心品牌。年内将陆续有法国国家

交响乐团、意大利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维

也纳爱乐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世界一

流交响乐团登陆东艺舞台。一流的剧场、

一流的乐团，让古典音乐在当下的时代语

境下，仍焕发着古老而又鲜活的生命力。

致力于艺术普及教育的陶辛在“围炉乐话”

将用 4 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年轻人或

是更多认为高雅艺术十分艰涩的大众也能

听懂古典音乐、爱上古典音乐，帮助更多音

乐爱好者建立一定的审美标准、提升审美

能力。

跨界是当下热门的话题，在“专”的前提下

“跨”，让艺术之色彩更为斑斓，在不断尝试中

探索新的可能，艺术之美因此而不可穷尽。上

海广播电台FM103.7著名主持人张明了解国

际流行乐坛最新动态，并能以权威角度点评欧

美歌坛经典人物、热门金曲等。由他来讲述跨

界流行音乐中的专业性与趣味性再合适不过

了。张明将为大家揭秘关于流行、跨界干货满

满的“知识点”。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东艺在本演出

季策划了一系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舞

台精品剧目。其中，将在 11月 16-17日上演

的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

将芭蕾和丰富的中国舞、民族民间舞结合，

弘扬以“敦煌人”为代表的文化保护传承者

百折不挠的精神。历史也可以用轻松有趣

的方式表达出来，东艺在《围炉乐话》系列讲

座中特邀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通过 3
场敦煌系列脱口秀，构建敦煌、丝路、盛世生

活图景，让观众在对比与欢笑中，收获知识

与文化自信。张骞凿空、乐僔开窟，炀帝西

巡、玄奘取经……敦煌与丝路有剪不断的关

系、讲不完的故事。罗伊尔将讲述其中最精

彩的故事，让观众沉浸于跌宕起伏的剧情同

时，深入理解敦煌与丝路的历史概况与文化

脉络。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2018年完成了开业13

年来的首次大修。自9月13 日起，东艺正式

迎来 2018/19 演出季，以 118 台 158 场精彩演

出遇见未来。五大板块——“大片时代”“乐坛

翘楚”“致敬经典”“舞光十色”“跨界潮流”将融

合交响乐、舞蹈、戏剧、戏曲、话剧等多种艺术

形式，为观众带来多方位艺术体验。

大修后，除了在硬件上大幅升级外，东艺

还将在运营体系继续丰富自身内涵，提升文化

软实力。去年，东艺与上海科技馆战略合作，

成功打造“艺术+科技”项目。今年，东艺将继

续推进“艺术+”系列战略合作，一方面将于近

期与多家媒体展开“艺术+媒体”战略合作，另

一方面新设艺术教育部，力推“艺术+教育”新

模块，将开设“东方城市之光”和“青年中国

说”两大讲座系列，破除现有剧场仅有艺术门

类宣讲的局限，力邀各界艺术领袖加盟东艺

讲堂，展现艺术无类、东艺无界的新格局。

艺术无类 东艺无界新闻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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