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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于上海对艺术的
执着热情

“1997年，大剧院基本建成之
后，我们就觉得大剧院应该作为
一个艺术品的宝库，除了现代化
的剧场、排练厅等，观众进门的时
候、休息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对
大剧院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大
剧院能不能拥有一件镇馆之宝？”
当时担任大剧院建设总指挥的乐
胜利告诉青年报记者。为此，他
们在大堂决定挂一幅画，打造“城
市文化会客厅”的概念，“我们满
世界找人，联系了一些最顶级的
画家，最终，经人引荐，我们找到
了丁绍光先生。”

当时的丁绍光，作为云南画
派的奠基者，堪称最具世界知名
度的画家之一。1993年至1995
年，他连续3年被联合国选为代
表画家，其多部代表作被联合国
艺术和邮票委员会选为邮票主题
画。他的画作，被全世界的收藏
家收藏，价格极其昂贵。在听了
大剧院团队的设想后，他马上决
定无偿作画，捐给大剧院。

“我祖籍是山西，在北京读书，
后来又去了云南，上世纪80年代
初期去了美国，但对于上海，我很
有感情。”丁绍光先生说，自己在中
央美院的老师是张光宇，“他是‘中
国动画片之父’啊，美猴王就是他
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
画了很多作品，是中国现代美术极
其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我内心深
处就对上海有天然的亲近感。”

除此之外，上世纪90年代初
期，丁绍光曾在上海美术馆开画
展，上海人对艺术的尊重、欣赏和
渴求，曾经深深震撼过他。“美术
馆就在现在大剧院的隔壁啊，一
位老领导来剪彩，完成仪式我俩
刚进去，身后的玻璃门就碎了
——观众们都想第一时间进来看
展；后来1995年，我给联合国世
界妇女大会画了一幅作品，在上
海博物馆举行了首日封仪式，这
是我第二次来上海举办活动，也
是人山人海。上海人对艺术的这
种热情，让我非常感动。”

除了上海对艺术的重视，这
座城市“想把全世界最好的艺术
机构都邀请来上海，让这里成为
世界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的前
瞻性眼光，是这位“天价”画家欣
然应允作画的深层次原因。25年
后，丁绍光在大剧院庆典仪式上
说，如今大剧院的发展成就证明
了当时选择的正确，“《艺术女神》
被我视为最重要的作品。”

26天一幅画背后的
双向奔赴

1997年，大剧院和丁绍光先
生确定了作画意向后，双方决定
画一幅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巨幅
作品，主题是艺术，背景主色调
是红色。

“10月份我到大剧院参观，
转了几圈后发现，观众大堂正对
大门的地方可以挂巨幅壁画，因
为大剧院是水晶宫一般的建筑，
加上灯光后整体偏蓝，把红色的
壁画挂上去，会很像中国绘画中
的印章，相当好看。”但那时候大
剧院已经基本建成，二楼有过道
和横梁，“墙面被挡住了，无法挂
大画，我就问这个梁能否敲掉。”

乐胜利和建筑设计师团队高
度重视，在经过仔细的测量、计算
和模拟后，他们发现结构可以不

受影响，于是，大剧院大动干戈，
敲掉了二楼的过道，释放出了整
张墙面，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
定居在美国的丁绍光，也一直与
大剧院方面保持着接触。1998年
6月，在最终敲定了创作《艺术女
神》后，丁绍光决定用飞天来象征
艺术女神。前景则是两位年轻女
子，一位顶礼膜拜艺术女神，一位
则俯首弹琴，前方是上海市花白
玉兰，寓意艺术来源于生活。25
年后，丁先生还对记者谦虚地说：

“事实上这幅画没有什么玄妙的
东西，大家都能看得懂。”

作为当时最成功的东方画
家，丁绍光在著名的洛杉矶比弗
利山庄拥有两套别墅，其中位于
山顶的一套有4000多平方米，曾
因为租给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
逊备受关注。“当时这套别墅空
着，我要画的画幅长7.4米，宽4.4

米，只有这栋房子的客厅能画，”
因为大剧院即将开幕，丁绍光只
有26天的时间作画，于是他一个
人趴在空荡荡的别墅一楼客厅地
上作画，“夜以继日地画，吃饭是
保姆从另一套房子里做好给我送
过来，累了我就躺在画上睡会
儿。画得很累。”

热爱古典文学和音乐的丁绍
光，对自己画中的线条非常讲究，

“我希望能有音乐的韵律感，如果
不满意，我会撕掉，不会上色。”为
此，他一个人在别墅里放着交响
乐画，“画《艺术女神》听得最多的
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它很大气，
和我们国家老子讲的‘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是一个意思，艺术上能
给我精神的力量。”画得兴奋了，
丁绍光会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玻
璃都会震得晃动。”

26天后，他亲自打包画作，在
中国驻美使馆的协助下，把画迅速
由东航带回了上海，他本人也随后
动身，现身《艺术女神》的揭幕仪
式。乐胜利说，当时包括市领导、
媒体、观众和工作人员，现场有
100多人，画作亮相之时“掌声雷
动，很多人都在欢呼”。而25年
后，这一场景在大剧院重现，全世
界各地都有艺术爱好者特意赶来，
丁绍光先生“希望成为世界级艺术
平台”的初心，早已成为了现实。

大剧院见证一座城的
飞速发展

2003年，同样是世界级画家
的朱德群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无

偿创作了一幅巨幅壁画《复兴的
气韵》。大剧院想用两位大家的
作品轮换展出，征求了丁绍光的
意见，丁绍光毫不犹豫地就答应
了，并前来出席轮换仪式。在《艺
术女神》进入藏品馆之前，还亲自
做了修复，体现出了令人钦佩的
胸襟和气度。

“我当年出国，是朱德群先生
为我写的推荐信，虽然在2003年
那次仪式之前，我从未见过朱先
生，但在我心中，他如我老师一
般。”丁绍光说，“有人说，你既然
无偿捐画了，就应该让他们长期
陈列、永久陈列。我说我没有这
样的想法。大剧院这是一个多好
的地点，如果很多画家、艺术家的
作品能够被大剧院收藏，文化越
来越丰富了，多好的事情？”

如今，适逢25周年庆，《艺术
女神》之于上海大剧院有着非凡
的意义，大剧院与丁绍光沟通后，
耗时近4个月，聘请专业人员对
壁画进行复制，精确还原细节神
髓，不仅如此，丁绍光更将壁画
《艺术女神》著作权授予大剧院无
偿使用，鼓励剧院加大自主IP开
发力度，体现了艺术家无私的胸
怀和对艺术的挚爱。

丁绍光说，艺术当随时代，
“我觉得应该用现在的科技，对
《艺术女神》这些大剧院的收藏作
品进行再开发，在开发的过程当
中，年轻人也可以介入其中，发挥
自己的创意和想法——所有的艺
术，本就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创
意。用新时代的新科技，去增强
艺术的感染力和感受力，扩大它
的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的艺术审
美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大剧院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前
瞻眼光，和丁绍光这样的高风亮节
相互碰撞、相互成就。25年后，满
头白发、坐在轮椅上参加仪式的
丁绍光，给予了大剧院极高的评
价，他说，自己的眼光没有错，“上
海大剧院是国内剧院的典范”。

事实上，作为国内建成的首
家国际性高等级综合剧院，上海
大剧院从1998年8月27日开幕至
今，25年来的演出已经累计多达
12700余场，观众超1445万人次。

“作为国内国际接轨最好的
城市中的剧院，上海大剧院是一
个艺术集中的舞台，吸引了全世
界的优秀作品来这里演出，同时，
上海也正成为世界上一个很重要
的文化中心。”丁绍光说，自己能
因为一幅画对一座城的感情越来
越深，而更多的艺术汇聚，也必将
让全世界更多人爱上这座城。

上海大剧院25岁生日，《艺术女神》回归

一幅画一座城
不负时光的期待

“你和复制团队说一下，让他们在印刷时，注意红色的层次，我当年画的时候，越靠近人的区域，红色越
暖。”7月初，离8月27日上海大剧院25周岁生日还有50天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丁绍光，在他位于松江的
别墅画室内，坐在轮椅上仔细挑选着《艺术女神》复制样张，对颜色。他看得很细，一如25年前他在洛杉矶
作这幅画时的讲究。今年，是上海大剧院这座文化地标正式开业25周年，大剧院举行了名为“你好！艺术
女神”的盛大庆典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将丁绍光为大剧院开业创作的巨幅壁画《艺术女神》，复
制后重新挂上大剧院大堂与观众见面。8月27日上午，随着丁绍光和大剧院首任总经理乐胜利、现任总经
理张笑丁等一起按下仪式按钮，红色绸布落下，《艺术女神》再度现世，现场掌声如雷。“当年我决定为大剧院
无偿作画，就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上海这座城市，想打造一个全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这一点非常打动我。”

揭幕前，丁绍光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现在自己“特别欣慰”，因为“他们做到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大剧院5周年，丁绍光为作品做修复。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0月15日，丁绍光先生在上海大剧院艺术展厅。

《艺术女神》重新上墙仪式。

大剧院成为市民享受艺术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