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婷

□热线电话：（010）64811906 □E-mail：zgysb@163.com
·2016年4月15日 环球视界 9

扎
哈
·
哈
迪
德
为
德
国
维
特
拉

家
具
公
司
设
计
的
消
防
站

扎
哈
·
哈
迪
德
设
计
的

罗
马
二
十
一
世
纪
博
物
馆

扎
哈
·
哈
迪
德
设
计
的

罗
马
二
十
一
世
纪
博
物
馆

扎
哈
·
哈
迪
德
设
计
的

广
州
歌
剧
院

扎
哈
·
哈
迪
德
设
计
的
阿
塞
拜
疆

巴
库
阿
利
耶
夫
文
化
中
心

扎
哈
·
哈
迪
德
设
计
的
阿
塞
拜
疆

巴
库
阿
利
耶
夫
文
化
中
心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在华呈现的“英
国国家剧院现场”（NT Live）项目自
去年 6月在北京首次落户以来，足迹
已至全国 6 个城市、放映 150 场、吸
引超过 45000 名观众。日前，“英国
国家剧院现场”项目在中国国家话
剧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二年
度全新放映计划和一系列举措，其
中包括中英团队将合力打造中国的
戏剧Live作品。

今年是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
亚逝世 400 周年，“英国国家剧院现
场”正在全国进行《哈姆雷特》《奥赛
罗》《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经典戏剧以
及以《一仆二主》为代表的喜剧作品
的放映。而在 2016年开始的新一季
放映计划中，主办方引入了 6部全新
剧目，与第一年度已经放映的作品形
成全新组合。

这 6 部新剧中包括由英国国家
剧院 30年来首次复排的莎士比亚经
典喜剧《皆大欢喜》、由拉尔夫·费因
斯领衔主演的萧伯纳代表作《凡人与
超人》、阿瑟·米勒名剧《桥头风景》、

田纳西·威廉姆斯经典戏剧复排《欲
望号街车》、丹玛尔仓库剧院制作的
最新作品《危险关系》以及由“英国国
家剧院现场”中国观众直接投票入选
的由塞缪尔·巴克特主演的爱尔兰喜
剧《完美计谋》。

此外，“英国国家剧院现场”会
与计划出版 40 部莎士比亚作品的

“企鹅图书”合作，联手推出“图书套
票”，深入挖掘戏剧作品的文学性、
艺术性带给公众的影响。另据了
解，今年最新引进的 6部新剧目放映
也将率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中亮
相，借助电影节的资源平台，接触更
多的观众。 （张 婷）

在美国，很少人听说过陈豪这个
中文名，但有不少人知道有个叫

“CH”的中国人，造了个全新的英语
单词“Narrationism”，并新创了艺术
流派“后现代叙事派”。作为一种艺
术创作风格，“后现代叙事派”运用后
现代的方法并使用艺术创作工具在
画布或其他材料上“讲述”后现代故
事。叙事种类各异，如：任何独特或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小说、诗歌、寓
言，或哪怕只是一个生活片段。后现
代叙事派试图把许多彼此对应、关联
的事物放在同一个平台和空间，展现
在作品中，如：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
在、老迈与年轻、柔软与刚强、安静与
嘈杂、缓慢与快速、黑暗与光明、过时
与时兴等。在绘画上，后现代叙事派
具象而写实，但不拘泥于笔触的技巧
性。由于后现代叙事派引进了文学
元素，使得美术作品更加富有思想内
涵和情感能量。因此，它又像文学作
品，或称后现代小说绘画、文学摄影
和寓言雕塑等。其创作的基本要素
和特点包括：主题的象征性、事物的
对比性、意蕴的想象性、心态的表达
性、意识的取悦性、动态的赋予性、人
物的简捷性、思考的鼓励性、时态的
转变性和线路的多维性……

其实在上世纪 80年代末出国留
学前，我对后现代艺术的印象还比较
模糊。来美后，我也曾探学于几所名
校之间，而最终选定 1801 年建校的
南卡罗来纳大学，师从古纳思·斯焦
奥兹丁司教授专攻后现代视觉艺术，
并获工作室艺术（Studio Art）硕士学
位；就这样经过不断地学习与探索，

才逐步完善自己的艺术创作理论。
我早期的后现代叙事派作品之一，是
1991年发表在《大众摄影》杂志上的
《太空时代的蒙娜（丽莎）》，之后还陆
续出版了专著及画册《纪实摄影作品
的后现代主义战略研讨》（英文版）、
《后现代叙事派》（英文、法文和西班
牙文版）等。

纵观人类艺术佳作史，其实就
是一部叙事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
的洞窟艺术至当今的 iPad 指画艺
术，我们不难发现，艺术作品真正的
生命力之一是它的情感和内涵，而
且还应该是思想性、艺术性和视觉
性的有机统一。由于在 21世纪的今
天，人们已不满足过去那种简单的
叙事模式，因而把故事放在“后现
代”这个平台上来讲述，无疑是一种
选择；从而也赋予了作品更强的生
命力和感染力。

近年来，我在后现代叙事派的油
画创作中，将重点放在了人类环保的
主题上。先后创作了《遗保》《冰融》
和《雾霾》等系列：如作品《卢浮宫·革
胡作品第 7号》，讲述的是“全球变暖
冰融泛滥，怒水淹覆艺殿卢宫”的故
事；又如油画《巴黎·雾霾中拿扇的女
子》，作品直面雾霾对地球人的危
害。虽然画中的人与景都选在西方，
但具有东方色彩的服饰和折扇，喻示
危难非一地一域，而是整个地球之大
事。《诗经·豳风·鸱鹗》中云：“迨天之
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这些
环保系列作品就是提醒世人要“未雨
绸缪”，警觉行动起来，这也是我与后
现代叙事派要继续努力之处。

扎哈·哈迪德，这位特立独行的建
筑大师，独一无二的“线条皇后”，善于
设计波浪般起伏造型的魔术师，不幸
于近日辞世，享年 65岁。在 30年的职
业生涯中，这位出生于伊拉克、工作于
伦敦的设计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
格。与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这
种风格都更具知名度，更经常被人效
仿。她的作品从梦幻般的抽象绘画世
界开始，发展成为代言前卫美术馆和
实验歌剧院的国际大牌，如今已经散
见于从巴库到广州的全球各地。

在扎哈·哈迪德所设计的最优秀
的建筑里，物理法则似乎暂时失去了
作用。墙体与地板融为一体，天花板
如同泛起涟漪，外立面则像是长有毛
孔的皮肤和流动着的血管，将造访者
带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它们仿佛是庄
严的自然景观，是不可抗拒的地质作
用雕刻出了它们的模样。在伦敦水上
运动中心鲸鱼状的屋顶之下游泳，或
者漫步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费诺科学
中心那混凝土制成的方格状的室内，
都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人们无
法不被这建筑体操表演的精彩绝伦所
折服。

可是在另一些时候，那些雄心勃
勃的设计方案，在坠落凡间、被逼着向
现实就范之际，却依然我行我素。扎
哈·哈迪德的首个引人注目的建筑项
目是一个小消防站，位于德国莱茵河
畔威尔城的维特拉家具公司，这个建
筑就是因带着它的使用者兜圈子而闻
名：它那不规则的墙壁和肆无忌惮的
转角常常让消防员们找不着北。同
样，罗马的 21世纪博物馆里那倾斜的
墙面，也让博物馆管理员们在悬挂展
品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同时，她最
近为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所设计的建
筑，以极不优雅的姿态破坏了周边建
筑的历史氛围，效果就像她设计的伦
敦蛇形萨克勒画廊一样。她缔造了众
多建筑奇迹，却也不乏败笔之作。

哈迪德去世前，可谓全球最受追
捧的建筑师之一，她的作品履历上满
是璀璨夺目的巨作：从卡塔尔的世界
杯体育馆，到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和
美国迈阿密（正是在这里她不幸染上
肺炎并引发心脏病终告不治）的一大
批高楼和文化设施项目，以及在哈罗

德百货公司里陈列出售的家用奢侈
品。在建筑之外，哈迪德缔造了一整
个“几何图案”的世界：她为芬迪设计
手袋，为唐娜·卡兰设计香水瓶。她设

计奢华的游艇，甚至还设计过一个泳
装系列。

不过，哈迪德饱受赞誉的明星建筑
师地位来得并不轻松——她先是在贝

鲁特学习数学，1977年于伦敦的建筑师
联盟毕业之后的数年间，她都只是位

“纸面上的建筑师”。俄罗斯至上主义
画派的画作十分抽象，哈迪德从他们笔
下碰撞的飞机与太空中漂浮的碎片那
里汲取了创作灵感。她绘制过图案复
杂的画作，制作过精致的纸浮雕，内容
多是以扭曲的视角表现破碎的风景。
可是直到 20世纪 90年代之前，她都没
有得到过一次建筑设计的机会。

1995年，就在改变她命运的那个消
防站项目完成的次年，一次打击让她抱
憾终身。她为卡迪夫湾歌剧院设计的
方案胜出后却遭到取消，原因是她是一
位女性，一位外国人。15年之后的广州
歌剧院终于让她得以圆梦，这个极具创
造性的建筑收获了无数鲜花和美誉。

哈迪德决心要突破建筑工程和材
料科学的极限（当然还有客户的腰包），
所以她的作品总是不乏争议。从围绕
阿塞拜疆巴库阿利耶夫文化中心而起
的人权呼吁，到伦敦奥运会泳池的预算
超标，每一次国际性大奖到手之际都面
临着同样的指摘之声。去年终告落空
的东京奥运会体育馆项目恐怕是她最
大的失败，不断提高的预算、敏感的周
边环境，以及当地建筑界的反对，最终
让她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在面对类似的质疑时，哈迪德总是
极有个性地口无遮拦。她指责日本建
筑师嫉妒她的成功，而当被问及卡塔尔
劳工的工作状况时，她只是以简单的一
句“作为建筑师我没有责任对此深究”
作答。当有人问为什么在她设计的奥
运会游泳馆里，屋顶用掉的钢材是同等
面积的自行车馆的十倍，她干脆就只是
翻了翻眼皮。要想欣赏她的天才，就得
容忍她的不足。

哈迪德凭借作品——罗马 21世纪
博物馆和伦敦伊芙琳·格雷斯学院而两
度荣获英国斯特林建筑奖，去年则终于
摘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她的
导师彼得·库克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

“老实说，我们或许本该把这枚奖章颁
给温文尔雅的知名人士，但是我们并没
有这么做。我们将它颁给了扎哈：她视
建筑高于生命，她极其胆大，当然她也
很能干。”

缺少了扎哈·哈迪德的建筑界，一
定会令人倍感无趣。

蒙古的传统习俗、宗教仪式、民歌、
史诗、赞美诗歌等，对蒙古戏剧发展影
响深远。根据1832年的历史记载，蒙古
的第一家剧场当时就已建成。胡塔格·
丹赞·拉布扎建成了他的剧院，并取名
为“月上杜鹃”，由46名男女演员来演绎
他写的剧本。显然，这是基于蒙古传统
中的“蒙古包剧场”概念——对于为寻
找丰美草原而四处迁徙的游牧民族而
言，并不需要为其建立能容纳许多观
众、有固定演出场地的剧场。蒙古包作
为特殊的剧场形式正好符合游牧民族
特点；当夜幕降临，牧民喂养牲畜后，都
聚集至蒙古包内，聆听有才艺的人讲述
史诗、传说和故事。每个家庭都有一两
位能讲述这些故事的成员。若没有，他
们会从其他地方请来说书人，讲述史
诗、传奇故事和赞美诗。

人们不免会问：这种剧场怎么没有
舞台？其实，蒙古包的舞台非常特别
——道具靠观众来理解，故事都在观众
的脑海中展现。换言之，故事是靠观众
的想象进行，说书人则要帮助观众描绘
故事画面。这种剧场里不需要幕布，故
事就是连接说书人和观众的桥梁。因
此，蒙古包剧场的观众也很特别，他们看

不到表演，但通过聆听和想象，能感受到
故事情节，并与故事人物同悲共喜。从
某种意义上而言，蒙古包剧场的观众很
像广播的听众。说书人是一群在演说、
表演和使用乐器方面有着极高天赋的
人。他们对于蒙古语言文字具有极佳的
知识，以及非常清晰的头脑，这有助于他
们对于乐器，即马头琴的编曲和演绎。
如此稀少又有才华的人组成了蒙古包剧
场——单人剧场非常适合游牧的风格，
一个说书人就可以表演故事、传说和神
话中的很多种人物性格和心情，其中有
普通人、英雄和他忠实的伙伴、他美丽的
未婚妻以及他那匹会说人类语言的马，
还有长着 15个头的邪恶怪兽等故事中
描绘的形象。他们还能编写反映心理特
点、改变心情以及故事意义的独特曲子，
边表演音乐边讲述故事。

蒙古著名学者林沁做过一个很有
趣的调研，是关于著名马头琴演奏家卢
桑的说书技艺。林沁发现，卢桑在表演
《征服西方大陆的伟大国王》时共运用
了 71种不同的音乐来表现各种情节和
喜怒哀乐。他擅长用马头琴模仿动物
的声音，用于创造性地展示角色。当他
演奏双弦马头琴时，其模仿的马嘶及奔

跑声、骆驼叫声、狗吠声都栩栩如生。
蒙古说书人有吟唱阿尔泰赞歌、杭

爱赞歌和戈壁赞歌，歌颂自然、牲畜、山
川、河流的习俗。一方面，这能更贴近
观众的内心，让人更自然地接受表演；
另一方面，也能拉近观众与剧中主角的
距离，让观众感受剧中人的爱恨情仇。
说书人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演员，还因
为其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他们有时需
连续表演一整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
至几个月。诗歌的语句难以计数，但对
于说书人而言，这些都深深地印刻在他
们的脑海中，可以不断地讲很长时间。

故事的意义通过说书人以快乐、悲
伤、骄傲、恐惧和关心等不同的情感表
达出来。至于如何加强情感，以及用什
么方式来进行加强，这些都取决于表演
者。蒙古人都认为史诗故事对儿童和
年轻人有教育意义，能传达关于宇宙万
物和生命的深层含义，并教人向善。因
此，说书人会先估量下观众的年龄、地
位和行为，再决定讲什么故事。换言
之，他们选择的故事必须适合观众的心
理和年龄。说书人严禁在有儿童的场
合讲述有色情元素的故事。如果观众
年龄、背景各异，说书人则要选择价值

观适合所有人，并富有教育意义的故
事。除此之外，说书人还需在选择故事
时考虑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例如
白天适合讲短小的故事，而晚上当尊贵
的客人或亲近的伙伴共聚一堂、欢度闲
适时光时，就适合讲长篇故事，这些故
事甚至可从天黑讲到天明。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拥有说书的知
识和技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的确，并
非人人都能成为说书人。那些有说书
天赋的孩子，一旦被发掘将由专业的师
傅进行悉心培养。在传统意义上，有两
种方式来训练年轻的说书人。一种是
一对一的训练，徒弟必须时时刻刻伴随
在师傅身边，近距离地观察他的表演，
学习故事以及怎样演奏乐器，怎样把握
乐器，怎样如歌唱一般讲述一个故事，
怎样清晰地引述一首诗；说书的每个细
节都在现场表演以及师徒共同生活中
教授。第二种是继承先辈的技艺，即家
族中上一代的说书人培养后辈继承家
族技艺；在学习过程中，家庭环境和家
规家训亦十分重要。传承至今，蒙古戏
剧在发展中不仅演绎了本国的文化遗
产和独特的游牧文明，还演绎了世界各
地不同种类的经典。

《凡人与超人》剧照

本报讯 日前，第 44 届泰国图
书周暨第 14届曼谷国际图书周在曼
谷诗丽吉会展中心举办，泰国公主诗
琳通翻译的中国作家川妮小说《哪一
种爱不疼》在展会上与读者见面。

诗琳通公主喜爱中国文学，先后
翻译了王蒙、铁凝、方方等人的小说
作品，在泰国出版发行，并得到读者
的好评。《哪一种爱不疼》是诗琳通公
主最新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她探究
了原作者川妮的写作初衷，对小说文
本做了详细的阅读，历经数月翻译完
成，由泰国南美出版社出版发行。

诗琳通公主出席了“图书周”开
幕式，在她的译作《哪一种爱不疼》的
展台前，接见了到访的原著作家川
妮，两人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合影留
念。川妮也是第一位到泰国出席诗
琳通公主译作首发式的中国作家。

川妮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曾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任编剧，
是当代较为活跃的女作家。著有长
篇小说《时尚动物》、中篇小说集
《谁是谁的软肋》，多篇小说被《小
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
刊物选载。 （泰 文）

泰国诗琳通公主译著
《哪一种爱不疼》发布
泰国诗琳通公主译著
《哪一种爱不疼》发布

资 讯>>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跨入第二年
剧目将率先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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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缺少了缺少了扎哈扎哈··哈哈迪德的建筑界迪德的建筑界，，
会令人倍感无趣

“蒙古包剧场”和说书人
□ 博璐璐·娜炎芭塔（国际戏剧协会蒙古中心通讯联络官）

“蒙古包剧场”和说书人
□ 博璐璐·娜炎芭塔（国际戏剧协会蒙古中心通讯联络官）

关 注>>

域外艺评>>

>>与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扎哈·哈迪德的风格
都更具知名度，更经常被人效仿。她的作品从梦幻般
的抽象绘画世界开始，如今已经散见于全球各地。

□ 文/奥利弗·维恩赖特（英国《卫报》建筑与设计评论人） 编译/沈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