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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阿倫的
何俊輝

▶《濱河大道》
中，佛洛德（右
）和Jim在海邊
談論各自的感情
經歷

◀《濱河大道》
中，Barbara（
右）決意要Jim
以金錢補償感情
損失

▼《老薩布克》劇照，兩對夫婦在小鎮生活原本風平浪靜 ▼《老薩布克》劇照，作家的出現最終揭開鬧劇背後真相
▼《老薩布克》劇照
，三人發現秘密日記
感到十分興奮

【大公報訊】記者陳鴻博瀋
陽報道： 「中美女性藝術家交流
展」暨 「半邊天——社會實踐藝
術的交叉點」正在瀋陽魯迅美術
學院美術館舉行。展覽包含中國
二十四位女性藝術家，美國二十
九位女性藝術家合作、集體創作
、獨自創作等不同方式產生的作
品，包含藝術家檔案、視頻、攝
影、油畫、素描、表演藝術和雕
塑。作品內容主要以故事陳述、
性別暴力、環境關懷、科學安全
、流浪漢問題、自我認知、和諧
社區建設為主。

女性藝術伴隨着女性主義思
潮而越來越多的在公眾面前出現
，在藝術界，女性主義藝術逐漸
形成一個獨立的流派，喻紅《目
擊成長》、向京《你的身體》等充
滿女性體驗的作品，則以更為多
元的方式描述女性個體的思考。

女性主義形成流派
從地板到天花板三米多的高

度，用一本本書疊加撐起的藝術
作品《天落下了》。美國女性藝
術 家 布 倫 達 ． 歐 班 （Brenda
Oelbaum）談及創作思路時表示
，美國女人歇斯底里的擔心自己
身材，對經濟每年造成六百六十
億美元效應。節食其實造成反效
應，只去注意人體秤上的數字，
女人哪有辦法撐起半邊天？

「這個特別的裝置提供溝通
性的框架，以共同合作為出發點
製作，圓頂連接古羅馬的架構到
現代測地線拱頂，形成一個神聖
的結構。」作者雪莉．科內特說
，這個結構以透明的降落傘、彩
色的羊毛線交合紡織，讓參與者
可以在這個溫馨的空間內記錄自
己的故事，象徵着許多來自世界

各地的人們去支持女性藝術 「撐
起半邊天」。

聯展彰顯女性才華
採用中國古錢的造型，用透

明的魚線將單個銅錢編起來，將
每個個體重組成一個形象的衣服
，象徵美麗和榮華。作品整體給
人富麗堂皇、盛世繁華的景象，
被封存在透明保護罩內的藝術品
作者姜曉梅表示，其實這個整體
很脆弱，當每個個體銅錢改變了
位置，整體形象就會改變或者毀
掉，沉重的銅錢好像懸浮於空中
，有種不穩定感。是作為女性藝
術者的我對金錢、權力、榮華之
間關係的思索。

「半邊天是社會實踐藝術的
交匯點，是一面可以反映女性成
就、所得及挫折的鏡子。」聯展
美方主要策展人阿爾瑪．魯伊茲
（Alma Ruiz）說： 「就算記不
清展覽中國女性藝術家的作品，
但我猜想她們想表達的和我們一
樣。這個聯展是一個用藝術表達
來慶祝美國和中國女性的才華及
貢獻的機會。」該展覽將展至四
月三十日。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話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香港大會堂演奏廳演出《失．禮．死．人》。

■楊麗萍大型舞劇《孔雀》，晚上八時十五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
出。

■ 「賽馬會街頭音樂系列」 下午五時三十分於香港藝術中心正門舉行。

■新編粵劇《櫃中緣》，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油麻地戲院劇院演出。

■光影作坊 「十三么」 五周年回顧展覽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展
出。

■ 「中國領導人畫展（近代）」 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至本月二十日。

【大公報訊】記者于海江哈爾濱報道： 「4．18國際古蹟
遺址日」主題活動昨日在哈爾濱市平房區七三一陳列館舉行了
啟動儀式。本次國際古蹟遺址日主題為 「紀念性遺址與七三一
舊址保護」。由哈爾濱市文新局、平房區政府承辦。

活動分為主題活動啟動儀式、萬人簽名、七三一舊址申遺
之路特別展覽、七三一專題紀錄片展映等四部分。在啟動儀式
結束後由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組織召開了 「戰爭遺址與歷史
記憶：紀念性遺址與七三一舊址保護」專家座談會。來自國家
文物局、黑龍江省文史館、哈爾濱市文新局、黑龍江大學、哈
爾濱醫科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哈爾濱市社科院、七三一陳
列館等專家學者和平房區的中小學師生參加了相關活動。

本次活動目的主要是通過活動形式展示介紹世界遺產有關
知識，以七三一舊址為核心，展現七三一舊址申遺之路，用文
字、圖片和專題片等方式回顧舊址保護歷程。一九八二年四月
十八日，古蹟遺址保護和修復領域唯一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在突尼斯舉辦科學研討會，有代表首次提
出建立 「國際古蹟遺址日」，並於次年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第二十二屆大會上得到批准。二○○一年以來， 「4．18國
際古蹟遺址日」每年確定一個活動主題，各會員國舉行研討會
、展覽、免費開放博物館等活動，以期提升公眾和各級政府保
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今年國際古蹟遺址日的主題是 「紀念性遺
產」。

七三一部隊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關東防疫給水部，從事生
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
稱。

哈
爾
濱
辦
古
蹟
遺
址
日
活
動

▲保護國際古蹟遺址活動舉行啟動儀式

中美女藝術家聯展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鍾建雄南昌報道：北京
江西文化月首部舞台大戲民族歌劇《回家》昨
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二千餘京城各界人
士觀看了演出。該劇劇情取材台灣老兵回大陸
老家探親的真實故事。歌劇《回家》不僅是內
地鮮有表現兩岸題材的一部舞台藝術作品，更
是江西省打造的一部大型原創歌劇，傾情奉獻
最深沉、最感人肺腑的情感大戲。

《回家》是發生在江西的一個真實故事。
該劇講述台灣老兵羅旺兜歷經三十八年思鄉之
苦與母重逢的感人故事，把中華民族歷史上一

次大分裂造成的大遷徙展現在舞台上，讓這個
漸行漸遠的特殊群體，重新清晰地凸顯在我們
眼前。該劇結構精巧，故事性和戲劇性強。以
「保家、離家、想家、成家、尋家、回家」六

個章節，回溯台灣老兵羅旺兜三十八年的漫漫
歸家之路。

該劇在創作手法和音樂元素上十分有特色
，追求豐富和多樣化，不僅有江西地方音樂元
素，如贛南民歌《望郎調》，還有亞洲音樂及
時下國際上最為流行的雅尼音樂，可謂 「既有
鄉音，也有時代感，更具國際風範」。男高音

歌唱家周強領銜出演該劇男一號羅旺兜，他是
中國音樂學院青年教師，聲樂教育家金鐵霖的
弟子，江西歌唱家鄔成香、青年歌手李瓊媚也
參與該劇演出。

贛民族歌劇《回家》京城亮相

▲江西民族歌劇《回家》劇照

▲中國女性藝術家與《一個多重連結點》美
國作者雪莉（右）在作品內合影 本報攝

▲李小詩和其作品《偶變》 本報攝

▶伊蓮娜和其作品《強暴的迷思》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