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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提到古典乐手，外界的
第一印象都是严肃的，但维也纳5+1
大提琴室内乐团却从来不走寻常路，
他们喜欢在演奏中，加入戏剧元素，
让乐迷们戏称为“戏精”。

2009年，维也纳5+1大提琴室内
乐团的前身——“维也纳爱乐六把大
提琴”初次登上东艺舞台，凭借着大
提琴演奏家们精湛的技艺，给观众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两年
后，2011 年“维也纳爱乐六把大提
琴”在观众的翘首以待中再次来到
上海，随后他们一直积极响应着中
国观众们的热情，两年一次定期来
到中国开展巡演。2015年女性大提
琴演奏家乔安娜·萨倩的加入把原
来代表着六个男性演奏家组成的乐
团数字从“6”变成“5+1”，并更名为
如今的“维也纳5+1大提琴室内乐
团”。短短几年之间在上海、深圳、
青岛、北京、长沙等多地相继与观众
见面。在他们精妙绝伦的演绎中，
乐迷们都无不为之疯狂。

2019年，维也纳5+1大提琴室
内乐团将又一次来到了上海。本次，
也是他们中国之行的十周年之旅，在
不断追求完美之下，维也纳5+1大提
琴室内乐团特邀了维也纳爱乐历史

上首位女性木管演奏家卡琳·柏内莉
加盟，经考夫曼重新编曲后将以全新
的曲目和阵容亮相于2019年5月10
日晚的东方艺术中心。

五位大提琴和一位长笛演奏家组
成的维也纳5+1大提琴室内乐团，由维
也纳爱乐大提琴独奏家格哈德·考夫曼
创建于2008年，拥有着超过五十年演
出经验的格哈德·考夫曼凭借着自己对
曲目的独特理解，在乐团演出作品的选
择上涵盖了从巴洛克时期至当代披头
士的音乐，并尝试自己参与编曲，为乐
团呈现出了更为多样的风格。

演出中将会出现的一大亮点，是
通过六位演奏家天衣无缝的配合共
同演绎经典歌剧的选段，无论是从歌
剧《蝙蝠》里极具民族特色的匈牙利
民间音乐，到卡门主题幻想曲中勾勒
出吉普赛女人卡门身姿体态和“香槟
之歌”中描绘花花公子唐璜玩世不恭
的内心，还是《魔笛》里塔米诺的咏叹
调“这幅画像多么迷人”以及《微笑王
国》里的中国王子唱段，在维也纳5+
1大提琴室内乐团的演绎中用器乐
取代了人声，透过大提琴的弓弦与长
笛的气息之间呈现着特殊的情感和
激情，随后在两者的相互对话中用音
乐把剧里的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刻
画得惟妙惟肖，借此营造出强烈的戏
剧氛围和冲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由意大利归还中国的
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前天
凌晨运抵北京。这批“回家”的文物
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上迄新石器
时代，下至明清民国时期，器物种类
多样，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总体价值
很高。

记者了解到，这些文物艺术品来
自于12年前意大利文物宪兵的一次
行动。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在本
国文物市场查获一批疑似非法流失
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启动国内司
法审判程序。国家文物局得知相关
信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文化遗产主
管部门，展开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工
作。历经10余年追索，今年年初，意
大利法院最终作出向中方返还796
件套文物艺术品的判决。

这796件套文物中不乏国宝级
文物。比如唐代的武士陶俑，众所周
知，盛唐时期陶俑的发展一度达到巅
峰时期，盛唐的陶俑分为彩绘陶俑和
三彩釉陶俑两种，其中人物陶俑的分

类更是纷繁复杂，包括男女侍从俑、
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乐舞俑以及
胡人俑等。这批武士陶俑的回归为
专家进一步研究盛唐的陶俑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另一件传奇国宝为马
家窑文化红陶罐。提及马家窑遗址，
想必世人并不陌生，作为新石器文化
的代表，它的发展上承中原的仰韶文
化，距今更是有超过5500多年的历
史。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陶罐曾经一
度达到了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创
造了人类最辉煌的彩陶文化。

据悉，国家博物馆将为这些“回
家”的文物举行专题展，让更多人欣
赏到这些文物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不断探索促
成流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
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
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
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
国，其中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侯
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要文物
已先后入藏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
馆、甘肃省博物馆等。

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回家”

4月10日，在北京海关人员的现场监管下, 文物由航班货舱卸下。 新华社 图

最会演戏的乐队再访上海

1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12
个国家的国家级博物馆举办“殊方共
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
品展”，通过各个时期、不同门类的
234件（套）文物，展示国家之间丰富
多样的文化交流。

据介绍，展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板块来表现和
展示主题，并按照地理方位将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纳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的宏观视野之中来观察和思考。展
出的精美文物充分展示了“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在科技艺术上的融合互
鉴、交汇碰撞，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未来发展方向
的历史必然性。

展览将持续至7月14日。
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同一日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据新华社电

“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亮相国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