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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悠久的历史、卓越的葡萄酒产业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法国南
部城市——波尔多，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之都。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从凯
尔特人手中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将其改名为“波尔多”。18世纪是波尔多的黄金
时代，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建设，许多宏伟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在这一时期
建成，使波尔多成为当时法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位于市中心的波尔多大剧
院正是法国18世纪建筑代表作之一。建于1780年的剧院外观犹如一座庄严的
希腊式神庙。一排12根科林斯式巨柱构成宏伟匀称的门廊。门廊顶部阳台上，
并排竖立着12尊神态各异的希腊神话女神。剧院内部装饰金碧辉煌，宫廷式的
包厢和楼座有四层，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参考样本。

这座凝结数百年历史与丰富文化的艺术殿堂，在刚刚过去的三天（10月17
日—19日）里，第一次因为中国的昆曲之美而沉醉。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上
海昆剧团首次携昆剧全本《牡丹亭》（精华版）来到法国，于10月15日—23日，分
别在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巴黎蕾博拉戏剧院绽放东方雅韵，开启跨越国界
的文化之旅。

在波尔多大剧院，上海昆剧团带来的《牡丹亭》开创了历史上的多个突破
——首次用“中国歌剧”为其歌剧抒情季开幕；首度亮相这座城市的中国古老戏
曲，三场演出在开票十天内全部售罄；首演当晚，中场休息时剧院包厢与回廊里
充盈着观众们热烈的讨论声（剧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观众被激发出好奇
心和探讨欲的重要象征），谢幕时全场有节奏的掌声经久不息；而首演之后波尔
多至少五六家媒体刊发报道盛赞“中国杰作征服波尔多”，大篇幅介绍了昆曲这
一“从历史渊源到艺术造诣媲美意大利歌剧”的艺术瑰宝，既惊叹于“东方莎士
比亚”汤显祖笔下极致浪漫的爱情文本，也感动于罗晨雪、胡维露等主演“青春

而生动”的表演。
事实上，上海昆剧团的到来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潮，远远不止于1400座的剧

场内部。波尔多大剧院总经理翁德尔先生在首演当晚，向全体演员的精彩表演
诚挚道谢，并向剧团赠送一幅其父亲特意创作的“牡丹图”。连续三天，不少观
众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盛装而来，小朋友们更是在演出前的“勾脸”体验处排起了
长队。带着十岁女儿前来的陈医生一家三口告诉记者，上海昆剧团到来的消息
轰动已久，八月底上网购票时就发现“仅剩最后几张”。“我当时就想，实在买不
到票，我们就全家开车去巴黎看。”而她也能感觉到“对法国观众来说，这是全新
的、非常罕有的艺术体验。虽然法语字幕还可以再准确雅致一些，但已是非常
可贵的文化碰撞。真希望这样的好戏能多来”。坐在三楼中包厢的一位法国老
先生正装出席首演，他告诉记者为了看这部剧甚至提前准备了四五天，找来不
少相关的书籍和录音“做功课”，还反问记者“这样的古老艺术，在中国是否受到
今天的年轻人欢迎”，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老先生开心地与记者握手道一声“bra-
vo（真棒）”。

经过数年前《临川四梦》欧洲巡演的良好积淀，上昆此行带来的《牡丹亭》
（精华版）在浪漫而颇具艺术品位的法国观众中“接受良好”并不意外。或者，正
像波尔多的Classykeo艺术频道所写：“我们的英雄柳梦梅穿越阶层、穿越地狱生
死，带回丽娘。爱胜利了，梦想超越了现实。人们仍然想要继续追求伟大的梦
想，真的让人感到欣慰。为爱而死？为什么不呢！爱比死亡更强大。今晚，波
尔多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曾在想，西方观众将如何迎接这部中国杰
作，尽管他们并不完全掌握所有的文化符号，现在我们知道了：观众被征服了，
热烈地为艺术家们鼓掌。爱，无国界！”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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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话剧《燃烧的梵高》日前复排后再次上演。该剧
通过画家梵高在生命最后十年中与高更等画家相聚又相离的
友情、与弟弟提奥之间的亲情、与一名女子的爱情，展现了主
人公不向生活低头、不放弃梦想和信仰、坚持自我探索和精神
独立的品格。

《燃烧的梵高》2013年首次上演，由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
的任鸣导演，任鸣2022年6月去世。此次由原领衔主演王劲
松担任复排导演再次上演。王劲松说，他在继承任鸣导演艺
术风格的基础上，在演员表演、服装设计、视频影像等方面进
行了局部调整，以期通过更浓烈的色彩、更好的沉浸式氛围表
现梵高的精神世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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