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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艺术 C
新京报讯 （记者李健

亚）民国是一个远去的时
代，却通过十位先生的“回
来”让观者再度触摸到那段
历史。近日，“《先生回来》
致敬展”在 798 圣之空间艺
术中心开幕。蔡元培、胡
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
等十位民国先生的图像、手
迹、影像以及“故纸温暖”和

“老课本”系列，聚焦了民国
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至 10
月31日。

十位先生立体呈现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
的正面”，圣之空间艺术中
心入口这几个硕大的字让
观众进入到民国回顾及文
化追思之中。这次展览自
开幕以来便积蓄了大量人
气。主办方负责人湖南美
术出版社社长李小山告诉
记者，据统计，展览开展以
来每天观众达到3000余人。

环顾展厅四壁，十位民

国先生的大图像赫然在目，
他们分别是蔡元培、胡适、
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
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
溟、陈寅恪。展厅正中的展
柜内陈列的则是这些先生
的手迹。而在一边，数十位
观众则被一部有关先生的
纪录片吸引。

事实上，这次展览便起
源于这部名叫《先生》的纪
录片。“《先生回来》”展览策
展人邓康延 20 多年前便对
民国文化名人的结局感兴
趣。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
纪录片团队开始通过镜头
寻找最初十位民国先生，并
延伸出一次展览。

今 年 8 月 ，“《先 生 回
来》”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
馆展出时便引起轰动，此番

“先生”们更是到了京城。
图像、手迹、纪录片的呈现，
让观众再次触摸到民国先
生的背影。

对于此次展览的举办，
策展人之一邓康延指出，先
生是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

家身影，揭示着中国教育的
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可为
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

三大系列重温民国文脉

致敬展上除了“先生”
部分，还有两大系列“故纸
温暖”和“老课本”也从另
一个侧面呈现了十位先生
的教育风范以及民国教育
的精髓。《新月》《小说月
报》《良友》等让观众感受
到了故纸温暖，而从《民国
小学二十课》等展览内容
中，观众则与民国教育精
神不期而遇。事实上，蔡
元培、胡适、晏阳初等人都
曾为民国学生编过小学课
本，这样的历史细节此番得
以再现。

“《先生回来》展除了先
生的图像、影像，又加入了
民国书刊的‘故纸温暖’和

‘老课本’系列展，让先生、
学生及其文略，相聚一堂。
时空再远，一脉相连。”邓康
延指出。

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十位民国学者展览798开幕，图像、手迹、影像还原教育大家风采

“先生”背影展现“民族的正面”

美声通俗唱响
歌剧版《文成公主》

新京报讯 （记者陈然）
10 月 10 日、11 日，大型民族
史诗歌剧《文成公主》将在国
家大剧院首演。该剧讲述的
是 16 岁的文成公主肩负国
家使命，历经三年到达西藏
与松赞干布成婚，为汉藏民
族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故
事。总导演梅帅元告诉记
者，文成公主的故事曾被不
同的艺术形式表现过，但此
次歌剧版将以藏民的视角来
看待这段传奇，塑造出藏民
心目中的“女神”。

此次饰演“文成公主”的
是青年歌唱家王莉。为了塑
造“文成公主”这个历史人
物，王莉在戏里的唱腔也分
为三个层次：少女“文成公
主”采用通俗唱法，“文成公
主”进藏后则采用美声与通
俗融合的唱法，到最后采用
美声唱法。

此外，在剧中饰演“松赞
干布”的是 90 后男孩四郎贡
布。四郎贡布从未接受过专
业声乐训练，排练中他未加修
饰的纯净嗓音令所有人惊艳。

阚萱“大谷子堆”中考古
新京报讯 （记者李健亚）

164 组录像短片记录下中国
目前可以考证的所有帝王
陵，艺术家阚萱用 100 多天、
行程 28000 公里完成了一次
艺术考古。近日，“阚萱：大
谷子堆”新展在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开展，这些艺术考
古的录像真实呈现了古皇陵
的现状，也反思了环绕于古
墓周边的中国农村在当代发
展情况。据悉，本次展览将
展至11月10日。

阚萱以录像创作为主，
上世纪 90 年代末很少有艺
术家做录像，但她却爱上了

这种媒介，成为国内早期从
事录像艺术的一批。

展览现场，除了用碎砖
块分隔开的展览空间外，还
配上了由艺术家自己编写
的简短故事，浓缩了古代帝
王们的各种奇闻轶事。阚
萱告诉记者，自己两三年前
就想去中国所有的王陵，希
望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一个
文献、一个记录。而通过这
次艺术考古，公众可以看
到，中国目前可以考证的所
有帝王陵中，除了部分开发
旅游外，也有无人重视、无
人维修的。

▲蔡元培的
北京大学校长任
命状。

▶胡适的题
字：“宁鸣而死，不
默而生。”

声 音

这些年，整个中国文
化界、学术界都对民国
历 史 进 行 反 思 。 应 该
说，民国时期有一段黄
金时期，文化大家、教育
家都是大学者。而且民
国大学者也是 20 世纪最
多的，在整个 20 世纪学
术史中，这些民国大家
都是能立得起来的。举
办这一展览，是希望通
过民国这十位大家的精
神、风范引起我们当前
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
的反思和借鉴。

现在教育产业化，高
等教育官场化，而在民国
时期校长就是个学者，
民国这些先生的精神都
在现代化中国学术文化
史上留下了一笔。

口述：李小山（湖南
美术出版社社长）

青春版“云门”舞“新声”
五部作品反映当代青年人生困顿，月底亮相国家大剧院

新京报讯 （记者陈然）
林怀民创建的云门舞集在
世界范围都鼎鼎大名，但其

“兄弟团”——云门舞集2在
内地却有些鲜为人知。云
门舞集 2 创建于 1999 年，与
云门舞集相对固定的舞蹈
风格不同的是，云门舞集 2
广邀青年编舞家为其创作，
从而累积了不少风格迥异
的作品。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云门舞集2将首登内地
舞台，在国家大剧院献演

《云门新声》精品，这台演出

也是今秋国家大剧院舞蹈
节的一部分。

《云门新声》集合了伍
国柱、布拉瑞扬、郑宗龙、黄
翊四位编舞家的五部作品，
这些作品被认为“反映出了
当 代 青 年 面 临 的 人 生 困
顿”。郑宗龙带来的是 2007
年创作的《墙》，他希望借由
这个作品来面对困境、走出
低潮；排湾族编舞家布拉瑞
扬带来的《出游》从一个梦
游女子的状态反映现代人
的精神情绪。舞蹈、摄影、

录像、装置艺术都是编舞家
黄翊的创作领域，此次他将
带来《流鱼》和《下回见》两
部作品，其中《下回见》展现
了办公室职场的“心机战”。

还有一部纪念作品是英
年早逝的编舞家伍国柱创作
的《坦塔罗斯》。伍国柱 34
岁成为德国卡萨尔剧院舞蹈
剧场的艺术总监，其作品被
评价为“几近天堂的身体语
言”。《坦塔罗斯》是根据希腊
神话创作，描摹的是恐慌、疏
离、神经质的现代社会。

■ 关于云门舞集2

云门舞集2是台湾云
门舞集的兄弟团体，由林
怀民创建于1999年，创团
艺术总监罗曼菲。2006
年罗曼菲逝世后，林怀民
续任总监。云门舞集2演
出新锐年轻编舞家的作
品。十几年间，舞团足迹
遍及台湾的乡镇、村落、
学校、医院和灾区，用公
益的文艺活动让民众感
受到艺术与生活的连结。

编舞家布拉瑞扬的《出游》从一个梦游女子的状态反映现代人的精神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