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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化圈

新华社伦敦9月4日电
50 年前，中国第一座自主设
计和建造的特大型桥梁南京
长江大桥落成，被视为新中
国成就的象征，承载了几代
中国人的集体记忆。50 年后
的今天，一个展示这座大桥
与中国人情感记忆的设计项
目在英国伦敦设计双年展上
惊艳亮相。

2018 年伦敦设计双年展
4 日在泰晤士河畔的萨默塞
特宫开幕。来自全球 40 个国
家和地区的参展方各展出一
件作品。中国代表作是由南
京 大 学 教 授 鲁 安 东 策 展 的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
展览主体是一条 10 多米

长的红色半透明长廊，其间
串 联 起 3 个 空 间 ，分 别 以 声
音、影像和立体视角展示南
京长江大桥的历史。第一个
空 间 内 挂 着 数 台 老 式 收 音
机，摘下墙上的耳机，参观者
会 被 与 大 桥 有 关 的 声 音 包
围，包括 5 首为南京长江大桥
创作的歌曲，以及采集自大
桥周边环境的真实声音。

策展人鲁安东介绍了其
中一首名为《我为祖国守大
桥》的歌曲。这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京沪线上的火车经

过南京长江大桥时的必播曲
目。“它的长度和火车穿过大
桥的时间几乎相同，火车接
近大桥时歌曲开始播放，等
歌曲播放完毕，车也逐渐驶
离大桥。对很多人来说，坐
火车穿越长江大桥的体验是
和这首歌曲的记忆结合在一
起的。”

第二个空间展出的是以
大桥为背景的人物摄影。这
些黑白老照片的拍摄地并非
真的大桥，而是当时全国各
地的照相馆。“照相馆把大桥
当背景板，人们以在这些画
前留影为荣。当年很多人没
到过大桥，但这不妨碍大家
熟悉它。”鲁安东说。

第三个空间中央摆放着
大桥实体模型，周边墙幕上
是装饰镜、首饰盒、日历、杯
子等印有大桥经典形象的物
品图片，展现了大桥当时对
中国人生活的影响。

鲁安东的团队从 2014 年
开始联手中国历史学家和艺
术家发起这个设计项目。他
认为，“南京长江大桥不仅仅
是南京的，大桥的记忆组成
里既有微小的个体情感，又
有 宏 大 的 国 家 情 感 。 在 当
代，它经常被用来作为回顾

个人和集体过往历史的符号
和介质，承载了人们对一个
时代和一种理想的回溯。”

这与今年伦敦设计双年
展旨在探讨设计与情感关联
的 主 题“ 情 感 状 态 ”不 谋 而
合 。“ 南 京 长 江 大 桥 记 忆 计
划”也因此受邀参展。

伦敦设计双年展董事总
经理萨米·高斯对新华社记者
说，这件展品令他着迷。“南京
长江大桥是中国文化和设计
的一个经典标志。展览试图
揭示大桥对中国人意味着什
么，展示建筑设计确实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甚至历史。它给
我们带来创新灵感。”

在 3 日下午举行的开幕
典礼上，伦敦设计双年展组
委会授予中国南京馆特别荣
誉奖。组委会主席、评审团
成员约翰·索雷尔爵士称赞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既
表达了充沛情感，又体现思
想深度，是一件“高质量、很
独特”的作品。

今年恰逢南京长江大桥
建 成 50 周 年 。 自 1968 年 建
成之后，这座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桥先后接待了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被
写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其
形象也被印在各类物品上广
泛传播，成为国家成就和个
人福祉的象征，融入几代中
国人的生活记忆。

伦敦设计双年展由伦敦
市政府与市长办公室支持，
以其专业性和前瞻性得到国
际认可。今年展期将持续到
23 日，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均有作品参展。“南京长江大
桥记忆计划”展览由南京大
学和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主办，上海铁路局南京桥
工段、江苏省美术馆等协办。

一座桥的国家记忆

南京长江大桥
惊艳伦敦设计双年展

本报讯（记者胡钰衎）记者
从珠海市音乐家协会获悉，中
国著名作曲家张丕基、孟卫东，
以及中国著名词作家瞿琮、车
行将于本月 22 日至 25 日齐聚
珠海，为广大词曲作者及音乐
爱好者零距离授课，讲解词曲
创作的奥义。

此 次 活 动 为 珠 海 市 文 联
主办、珠海市音乐家协会和李
需民音乐工作室承办的“第三
届珠海词曲创作大师班”。大
师班为公益活动，免收学费，
课程将在市老年大学进行，包
括大师讲座、交流座谈、作品
点评等内容。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师班
的 授 课 专 家 可 谓 阵 容 强 大 。
中央电视台自 1988 年延用至

今的《新闻联播》片头曲，便是
由此次大师班首日授课的孟
卫东所作。孟卫东是中国著
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其作曲
的《同 一 首 歌》传 唱 度 极 高 。
授课的另一位作曲家张丕基，
国家一级作曲，曾谱写千余首
多风格的音乐作品，李谷一演
唱的歌曲《乡恋》便是张丕基
的谱曲作品。

此次大师班除邀请了两位
著名作曲家外，还邀请到车行和
瞿琮两位资深词作家。车行原为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常回
家看看》、《好日子》均由其填词。
而最后一日授课的国家一级编剧
瞿琮主要作品有《我爱你 中国》、

《月亮走 我也走》等。

《同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作曲作词人
本月来珠上公益课

词曲大咖讲解创作奥义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胡钰衎）4 日
下午，《云山墨境——元耕山
水画作品展》在古元美术馆开
幕，展出画家元耕以山水画为
主题的百余幅作品。展览将
持续至本月 14日。

展 览 由 市 古 元 美 术 馆 和
江门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

元 耕 ，原 名 甄 润 球 ，臻 易
堂主，广东开平人，师从胡伟、

姚鸣京等老师，主修山水画。
江门美术家协会主席吴锐鸿
评价其作品“仙风道骨、蕴含
着雄浑的气度又具静远的意
境”，本次展览的 100 余幅作品
是作者近几年游历、学习、写
生以及创作的一些艺术心得
与迹记，师古人观造化，以礼
赞大美河山为宗旨，作品整体
有一种静穆仙逸之境。

元耕山水画作品在古元美术馆展出

9月3日，英国伦敦设计双年展预展装置艺术作品《全
光谱》。 新华社发

“中华丹青丝路行——中
国书画名家‘一带一路’主题作
品展”3 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开
幕。展览汇集 20 多位中国当
代书画名家的近 40 幅作品，吸
引不少当地艺术爱好者参观。

据主办方介绍，参展作品
采用了明快、精炼的艺术表现
手法，描绘出丝路景物的意态
和神韵，体现了艺术家多年来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艺术考
察的感悟和思考。

北京国墨天下书画院院长
冯海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书

画是最具辨识度的中国文化符
号，在对外交流方面起到非常
大的作用。中国的书画代表着
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和精神风
貌，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完整表
达，通过对外交流，可以与外国
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借鉴。

展览也给波兰民众留下深
刻印象。前来参观的扎赫热夫
斯基说，他很欣赏中国书法、国
画等传统艺术表现方式，书画中
的诗歌等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多
面性。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主题书画展亮相波兰
吸引众多当地艺术爱好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