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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比过
去以藏家和专业收藏机构为客
户主体不同，今年的上海青艺博
也吸引了很多普通市民。市民
朱先生一早就来淘作品，经过一
番谈价，最终他拿下了一件雕塑
小摆件和一幅油画，两件作品总
价在万元以内，艺术家则都是90
后。

“青年人的作品虽然没有
名家那么成熟，但就是性价比
高，而且未来可期。”朱先生对
记者说，艺术属于那些财大气
粗的藏家，也应该属于像他这
样的普通市民。过去家里挂的
画都是印刷品，现在也能将真
正的艺术挂在墙上，这让朱先
生十分兴奋。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青年艺术家的
成长过程需要市场的推动，他们
需要市场来维持生存，同时也需
要在市场中历练。所以今年的
青艺博从开始就以市场为导向，
他们根据多年交易数据，按照市
场需求的“四维度”，即作品尺

寸、材料、主题和品类，从自主招
募的6270名青年艺术家选送的3
万余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1000
余幅作品进行展示和交易。在
此基础上，邀请策展团队增加了
以中国主要艺术院校、画院艺术
家组成的名为“瓜瓞绵绵：2023
重庆当代小幅作品收藏推广计
划”以及名为“群落生境：青年艺
术家联展”，让博览会内容更加
丰富多元。

一位青年艺术家告诉记者，
以往一个青年艺术家要被公众
认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方
面是因为名家名作占据了太多
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年艺
术家有的作品确实还不够成
熟。但是青艺博的作用就是为
青年艺术家和市民搭建了一个
平台，让市场更早地介入艺术家
的创作。通过近距离接触，和面
对面交流，青年艺术家知道了市
民的需求，进而也就能更好地调
整和完善自己的创作。

9年以来，上海青年艺术博
览会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年艺术

家与社会更广泛互动，实现了艺
术生活化的“无限可能”。在上
海青年艺术博览会的推动下，闵
行区的“一间美术馆”，上海妇女
用品商店“沿街两米半”“城市变
线——zao 场青年艺术家作品
展”等，都成为青年艺术家与社
会、市场广泛互动的“触点”和

“热点”。同时，升级后的艺术元
宇宙空间“艺灵境”，进一步开拓
了更加符合青年活力创新、多元
开放特性的数字空间。依托“艺
灵境”小程序，参观者可以沉浸
式地进入“艺术元宇宙”，在另一
个空间、以另一个身份感受艺术
二次元缔造的魅力，充分感受本
届博览会的“延展性”。

今年的上海青年艺术博览
会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对
外文化交流协会指导，由上海市
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闵行区委
宣传部、闵行区文旅局和闵行团
区委等主办。为期一个月的青
艺博采取“一城两展”模式，在昨
天的展览之前，另一场展览已经
先期在海派艺术馆举行。

将真正的艺术挂在墙上
2023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来了

让指挥为之“跪”服的顶流
王羽佳在2007年代替蜚声

国际的“钢琴女祭司”玛塔·阿
格里奇，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共
同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
协奏曲》一战成名。如今，她是
钢琴界的“顶流”，今年，她已经
一再被业内狂赞。

2023 年 1 月，王羽佳登上
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与雅尼克·
涅杰·瑟贡执棒的费城交响乐
团完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演
出，演出包括拉赫玛尼诺夫四
部钢琴协奏曲和《帕格尼尼主
题狂想曲》，王羽佳在这场音乐
会上一口气完成拉赫玛尼诺夫
五部作品的演出，共耗时四个
半小时，以极高的质量完成了
400页曲谱的演出！《纽约时报》
称赞道：“从来没有艺术家在卡
内基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过所
有这五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
品，这是场一生一次的音乐壮
举。”

作为音乐会的发起人，指
挥雅尼克更是将难度比作攀登
珠穆朗玛峰。音乐会的视频被
广泛传播，沸腾的现场观众，甚
至有观众现场晕倒，指挥家雅
尼克为王羽佳“跪服”，这些都
向观众证明了王羽佳作为钢琴
家的非凡实力。

好奇和激情，是王羽佳在
社交媒体上给予自己的标签，
从她这次选择的作品中，我们
似乎能看到她作为钢琴家，对
自己发起新的挑战。王羽佳每
一次的演出现场都远远超乎观
众心中的期待。她的天赋、技
术能力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都会给观众们带来新的惊喜，
正如她颠覆传统音乐会穿着一
般。王羽佳一直有着自己强大
而坚定的“人格魅力”。

在上海挑战独特曲目单
本次在上海的音乐会，王

羽佳选择的作品，涵盖了古典、
浪漫、现代三个时期的创作。
这六首钢琴作品分别是梅西安
《圣婴之吻》《欢悦的圣灵》、斯
克里亚宾《第七号钢琴奏鸣

曲》、德彪西《欢乐岛》、肖邦《f
小调第四叙事曲》（待定），贝多
芬《c 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
曲》。

《圣婴之吻》《欢悦的圣灵》
皆取材于梅西安钢琴作品《圣
婴20凝望》，这两首作品在现代
钢琴作品文献中占有重要价
值，是国内音乐会现场鲜少能
够听到。《欢乐岛》灵感来源于
法国画家华托画作《登船前往
基西拉岛》，德彪西评价它为

“结合了力量和优美的作品”。
整部作品具有幻想的风格，在
琴键上架构起朦胧与缥缈的音
响色彩，除去德彪西已成熟的
音色音响技法外，其中的动力
和极度兴奋的情绪使这首作品
具有了瓦格纳般的紧张度。

被称为“白色弥撒”的斯克
里亚宾《第七奏鸣曲》，全曲只
有一个乐章，以高度半音化的
方式构成，让整部作品听起来
游离在无调性中。《f小调叙事
曲》作为肖邦四首叙事曲中的
最后一首，结构宏大、气势恢宏
而富有极强叙事性和交响性，
作曲家赋予音乐多变的节奏变
化与特殊的和声色彩，都形成
了对于演奏者的挑战。最后一
首作品是贝多芬晚期作品《c小
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从音
乐中可以发现音乐家早期创作
中对情感强烈宣泄的表达，已
然转变成对人生的回望和思
考。先是对痛苦生命的宣泄，
再推向对神圣生命的追求，通
过两个乐章间情绪的对比，将
贝多芬晚期与命运抗争的复杂
心声表达出来。

这些作品在独奏家音乐会
的曲目单中是比较独特的，并
非大众化的曲目单，这也正如
王羽佳自身“个性”“独特”的魅
力一样。它们所要表达的音乐
内容和情感各具特色，但是有
个共性在于，每个作品对于演
奏家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可
以说是作曲家钢琴创作领域中
最难演奏的作品。王羽佳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坚信每一
首作品都应该有自己的生命，
都应该代表我此刻的感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继思南读书会、行
知读书会之后，上海今天又多了
一个读书会品牌。“老城厢读书
会”聚焦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作为
传承经典、促进交流的平台，这个
读书会将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和知识分享，以更
具广度和有温度的方式，将老城
厢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

“老城厢读书会”以黄浦区
委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
人民出版社为指导单位，由上海
南房（集团）有限公司和学林出
版社共同主办。上海人民出版

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远指出，
老城厢是上海文化之根，承载着
上海深厚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孕
育了诸多上海的文化符号和海派
元素，也流传着很多精彩的故
事。“老城厢读书会”立足于上海
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弘扬，回
应广大市民对于本地文化寻根溯
源的需求。目前，上海人民出版
社正在运行的就有“学习读书会”

“陆家嘴读书会”“行知读书会”
“考友读书会”等多个品牌，已经
持续多年开展活动，收获了很好
的口碑。“老城厢读书会”聚焦老
城厢文化，具有鲜明的内容特色。

据悉，老城厢读书会计划定

期邀请上海研究学者和专家，来
为读者开展有关本土文化的讲
座。第一场讲座由上海市文史研
究馆原馆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
员沈祖炜带来。沈祖炜由“今天
为什么要读书，怎么读”谈起，进
而呼吁大家“品读老城厢”。“老城
厢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是
上海的历史，也是上海的当下。
阅读上海老城厢是在寻根，也是
在看日新月异变化中的当代上
海，是读一部上海的过去、当下和
未来的百科全书。这个书我们要
一直读下去，这样的读书会一定
有助于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有
助于历史文化的弘扬。”

以性价比取胜的青年艺术家作品正在获得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也就是今年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如此火爆的原因。2023上海青艺博
昨天在上海世贸商城开幕，这也是“一城两展”的一部分。青年报记者 郦亮

寻本土文化之根

上海有了一个“老城厢读书会”

王羽佳的顶流魅力
上海观众用手速给证明

王羽佳堪称当下国际乐坛最受关注的中国钢琴家之

一。她的“巨星效应”，在上海也毫不令人意外地被观众们

验证——12月4—5日，她即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两

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上个月一开票就被“秒空”，而11月24

日上午11点，东艺争取到的一场独家加场，结果两分钟之

内再度被一抢而空，创下新纪录！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为青年艺术家和市民搭建平台，让市场更早地介入艺术家的创作。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