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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将艺术家梦境化为实景

与粘土兔子同游“秘密花园”

这两年，涂色书《秘密花园》备受欢迎。读者需要沉下心，在
精美繁复的图案内填上各种颜色，创造出仅属于自己的“秘密花
园”。9月10日，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M21）开幕的“秘
密花园：娜塔利·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双人展”，则通过定格动
画、雕塑、电子音乐等形式的6组作品，将藏在艺术家梦境里的“秘
密花园”化为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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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融化冰淇淋被倒置在桌子上，这是装置作品《热梦》中展示的一件雕塑。
《气体，固体，液体》由七件大型陶罐组成，陶罐内部隐藏着动画。
《瀑布变奏》是定格动画作品，以黑白或多彩画面描绘了瀑布的不同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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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置作品《秘密花园》中，动画中的粘土兔子成为现场总指挥。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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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中国交响力量齐聚东艺
在2016/17新演出季中，东方艺术中

心独具匠心地策划了一系列国内乐团的

专场音乐会，其中既包括了沪上本地的

上海爱乐乐团 8场系列音乐会，又包括

了东艺特别邀请到的来自全国各大省市

7支不同职业乐团，先后将举办 15场音

乐会。此番，是东艺第一次尝试大规模

地组织与策划国内乐团在上海集中亮

相，无疑是一次全面推动国内乐团建设、

发展，增进兄弟乐团间交流的有益尝试。

上海爱乐乐团亮点不断

9月 24日，上海爱乐乐团将拉开东

艺 8场系列音乐会的序幕，当天将由乐

团常任指挥张亮携手上海本土钢琴家薛

颖佳，带来“勃二钢协加勃二交响”的“双

勃二”作品。国内古典音乐圈有“北明南

亮”之说，即“北有陈康明，南有张亮”，他

俩是当今中国指挥界的两大青年才俊外

加“颜值担当”。

此外，上海爱乐乐团还将在东艺为

观众献演经典歌剧Gala等专场，除了音

乐总监汤沐海和常任指挥张亮之外，乐

团还将与旅美歌唱家沈洋、小提琴家五

岛龙、日本超人气偶像女指挥西本智实、

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雷纳·科

尔等国内外音乐家合作，更将举行驻团

作曲家龚天鹏的作品世界首演、著名作

曲家谭盾亲自指挥新作品世界首演等，

可谓是亮点不断，精彩纷呈。

北京交响乐团诚意满满

在北京众多交响乐团中，隶属于北

京市文化局的市属乐团北京交响乐团，

算得上是一个有点格格不入的“异数”和

“清流”。在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谭

利华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下，“北

交”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无

论是签约EMI（百代）唱片公司成功录制

并出版发行数张国内外作曲家的唱片录

音，还是不定期的大规模海外巡演、比较

完善的乐团常规音乐季制度，“北交”都

走在了国内乐团建设与发展前沿。9月

16日，“北交”将在乐团总监谭利华的率

领下，为沪上观众带来包括威尔第歌剧

《纳布科》序曲、格里格《培尔·金特》第一

组曲、华彦钧《二泉映月》、小约翰·施特

劳斯《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瓦格纳的

歌剧《黎恩济》序曲、德沃夏克《第八交响

曲》在内的风格迥异的各式作品。

湖南交响乐团尝试跨界

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西方古典

音乐的建设与发展较之于北上广深，甚

至较之于国内的许多其他沿海地区来说

都还显得相对滞后。此番，受邀抵沪的

湖南交响乐团是湖南省内唯一规模化、

成建制的职业交响乐团。“湖交”以推动

本土民族音乐的交响化和对外传播“湖

湘文化”为己任。10 月 16 日在乐团团

长、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肖鸣的带领下，

“湖交”将为上海观众呈现一场集日本动

漫配乐、英国电影配乐、迪士尼电影音

乐、经典音乐剧组曲、好莱坞电影音乐于

一体的“跨界音乐”视听盛宴。无论是日

本作曲家久石让为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

所创作的动漫配乐，还是改编自英国作

曲家安德鲁·韦伯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

影》的同名组曲，这些作品更易于让从未

踏足过音乐厅的新观众去接受。

浙江交响乐团推介冷门

浙江交响乐团早前迎来了乐团的新

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艺，此番张艺

将携手自己的“小伙伴”钢琴家谭小棠一

起，带来一套曲目颇硬、分量吃重的俄罗

斯作品专场音乐会。10月 21日的音乐

会曲目涵盖了穆索尔斯基《荒山之夜》、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柴

科夫斯基《管弦乐组曲第三号》。这首相

对冷门且不常公演的柴科夫斯基《管弦

乐组曲第三号》，其实张艺在稍早前的 4
月曾指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在国

家大剧院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

台上曾演出过。算上先前张艺指挥“浙

交”在北京演出的那一次，届时在东艺的

演出将是张艺第三次把这部“老柴”大作

搬上舞台。

四支乐团明春轮番登场

明年2月25日陕西爱乐乐团将在乐

团客座指挥邵恩的率领下抵沪，为上海

观众带来三部兼具西部民族风情和浓厚

地域色彩的中国作品，具有典型斯拉夫

民族音乐风格特征的“柴四”也将上演。

3月 10日，江苏交响乐团将由瑞士

指挥家罗曼·布罗利-萨赫尔领衔，携手

国内著名小提琴家朱丹在东艺登台献

演。演出曲目包括威尔第的歌剧《命运

之力》序曲、舒曼《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以及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

2009年才建团的杭州爱乐乐团是中

国目前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职业乐

团。4月8日，“杭爱”将由乐团总监杨洋

亲自执棒，为沪上观众带来一套完全贝

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这将是上海资深古

典乐迷和市民现场近距离接触与感受

“杭爱”音乐艺术水准的好机会。

目前还处在筹备和初创阶段的苏

州交响乐团，计划在今年 12 月 31 日进

行建团首演。明年 5月 1日在东艺的这

场音乐会，自然而然将成为“苏交”的上

海首演。

北京交响乐团 □资料提供 东方艺术中心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顺着M21独特的坡道展厅盘旋而上，

在用墙壁、幕布分隔出的一个个昏暗小空

间内，“秘密花园”的 6组作品一件件映入

眼帘，观众仿佛被艺术家引入了沉沉的梦

境。当灯光骤然亮起，《热梦》全景一览无

余。这组作品将雕塑与动画结合在一起，

六张桌子上各放置了一件雕塑，动画影像

则从高处投射到其中四张。雕塑有的是被

倒置在桌子上已经半融化的冰淇淋，有的

则是姿态各异、雄赳赳的大鸟。灯光熄灭，

抽象流动的动画影像随即显现，营造出日

出、日落般的意境，梦的第一章也随即开

启。

进入下一个空间，看到的是与展览同

名的装置作品《秘密花园》。大片的树叶、

风信子、金色的橡子、糖果色抱枕和仿佛快

要融化的冰淇淋……色彩、形状各异的雕

塑占据了地面。雕塑前方的幕布上则在播

放一部定格动画：一只上蹿下跳的古怪粘

土兔子，成为现场霓虹灯和喧闹声音的“总

指挥”。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经典童话《爱丽

丝漫游仙境》中的那位“白兔先生”。

喧闹过后，《瀑布变奏》闪亮登场。长

笛、木琴、弦乐器等伴奏的三件定格动画

作品，以黑白或多彩画面描绘了瀑布的不

同意境，既显示出一股势不可挡的自然之

力，也带给观众一种冥想的平静。《气体，

固体，液体》则是另一组宁静的作品。该

作品由七件放置在空旷空间内的大型陶

罐组成，观众被好奇心驱使，会忍不住弯

腰凑上前去，向罐子内部探视。这时，别

有洞天的一幕出现了：变换着流动水滴的

动画在逐渐放大，叮咚声效的音乐在耳边

逐渐清晰。每一个罐中的图像与音乐既

相似又不同，带给人全新的感受。动画作

品《黑色容器》则呈现出宛若发光星球漂

浮在虚无太空中的影像，为整个展览画上

句号。

“《秘密花园》展览让我想起了北宋画

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策展人孙啟栋表

示，范宽对于自己的山水作品强调要“可行

可游”，力图使看他作品的人感到真的在山

水之间游走一般，这与人们在梦境之中游

走是很相似的。他认为，此次展览独特的

布展叙事，使在终点的观众原路返回起点

的过程中，将有不同的体验，“走过《秘密花

园》，跟身后的兔子告别，我们意识到快要

醒来了。”

此次展览中，娜塔利·杜尔伯格负责动

画和视觉创作，汉斯·博格负责作曲，共同

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感官环境。此次展览

也是这对瑞典艺术家搭档在中国大陆的首

次亮相。有观众提问这些奇幻作品的寓

意，娜塔利认为，观赏艺术不需要预先了解

作品背景或者艺术家的想法，而在于“进入

语境”：“因为当一件作品在完成后，就属于

每一个观众。观众会从各自角度体会作品

的多义性和美感，体验寻常生活以外的部

分。当你被作品打动了，就会自发思考背

后的意义了。”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