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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怀
朱肖峥的作品中，军旅题材是

最为人熟知的。曾亮相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新年模型交流赛的作品

《血染的风采》，也是此次个展的

一大亮点。作品还原了59式中型

坦克带着尖刀连冲锋的场面，对

自然光影和造景细节的塑造栩栩

如生。紧挨着《血染的风采》的，

是朱肖峥不久前与开天工作室合

作的《长津湖》（见图），他将战士

模型融入完整的战争场景，呈现

出强烈的故事性。

39岁的上海人朱肖峥小时候

便是“军迷”，大学时，他参军进入

大连某海军部队，这段军旅生涯

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对祖国

的热爱和对模型的热爱合二为

一，朱肖峥军事题材的创作，慢慢

小有名气，聚集起一帮志同道合

的朋友。2016年，他创立由军警

模型爱好者组成的“旌戈团”。“这

个社团，既是为了满足军警群体

的爱好，也是为了推广模型文化，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血染的风

采》已多次被带到学校，参与孩子

们的爱国教育。”

走出国门
退役后的朱肖峥，开始探索更

多模型类别。在“科幻动漫”篇中，

作品《隐藏的故事》将日本剧场版

动画《机动战士高达 第 08MS小

队》中提及但未呈现的场景还原了

出来，曾拿下2013年世界高达大赛

中国赛区冠军以及总决赛优胜

奖。策展人师伟介绍：“高达的‘家

乡’是日本，以前高达比赛的奖项，

总被日本选手包揽。这件作品可

以说是‘中国高达反向输出日本’

的代表作。”当年，《隐藏的故事》还

被送到东京展出，让众多日本观众

眼前一亮。

“近几年，国内微缩模型艺术快

速发展，中国选手成了国际模型大

赛的冠军常客。”说到这里，朱肖峥

的眼里流露着雀跃和骄傲。

匠人精神
这场个展，创造了不少国内微

缩模型界的“第一次”——第一次个

展，第一次为模型“量身定制”展厅，

第一次同时展示模型手稿。

去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新成立

了微缩艺术专业委员会，朱肖峥担任

副秘书长。他“让微缩模型艺术被认

可”的心愿迈出第一步。“专委会成立

代表从专业的角度，认可我们的作品

不再是‘小孩子的玩具’，而是真正具

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近几年，朱肖峥在探索更具深

度的创作主题。“人文自然”篇呈现

了他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倒

霉的幸运日》控诉了人类对大象的

劳役。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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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微缩模
型能够成为大家认可
的艺术形式。”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微缩艺术
专委会副秘书长朱肖
峥的这个愿望，正在
一步步实现。近日，
在滨江大道一家模型
主题咖啡厅，他举办
了第一场个展“《发
现》剧场——朱肖峥和
他的微缩艺术世界”，
这也是国内首场微缩
模 型 艺 术 的 个 人 展
览，30余件作品分“爱
国情怀”“人文自然”
“科幻动漫”三个篇目
展出。

坐落在普陀区志丹路和
延长西路交界处的上海元代
水闸遗址，周围居民区环抱，
烟火袅袅，熙熙攘攘。这座
宏伟又低调的水闸，见证了
至少700年的上海历史：上
海先民以高超智慧与勤劳双
手，疏通了淤塞萎缩的吴淞
江河道，成为宋元两朝最重
要的地理成就之一。
河水滋养两岸农田，促商

贸生机勃勃，对上海地区乃至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影响持续
几百年。主持这项工程的上
海青浦人任仁发（见上图）
未必能预测到，河道格局奠
定了上海繁荣的环境基础。
他对故乡不遗余力的贡献，与
他的画作一起光照史册。

一
遗址仅此一座

任仁发是地道的上海人，

生于南宋，世居上海青浦青龙

镇。他于南宋末年中举，后入

仕元代朝廷，担任水利部门高

官，负责整治河患。以前上海

的航运主要靠吴淞江（今苏州

河），但因为长年淤塞，航运不

便，任仁发上书要求治理吴淞

江，志丹苑水闸是任仁发主持

的水利工程之一。据上海博物

馆研究馆员宋建介绍，任仁发

曾先后在吴淞江支流上修筑水

闸6座（1304年-1325年），目前

能够勘探并完整留存的遗址仅

此一座。任仁发的治水功绩直

接影响了上海河道，让通商环

境发生本质变化。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

徐苹芳评价道：“（水闸）建立

在宋元时代的吴淞江旧道上，

说明上海当时已十分重视水

利。它的建筑模式完全符合

宋朝《营造法式》的要求。它

的发掘对研究宋元时期江南

地区的水利工程、流域的历史

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

价值。”该遗址于2001年5月

被发现，考古专家在2006年完

整揭示了遗址全貌，在当年被

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三
海派绘画巨匠

主持水利的任仁发还是一位了不

起的画家，善绘鞍马、花鸟、人物，与同

代书画家赵孟頫齐名。他画马技艺高

超，曾被皇帝要求画御苑马厩中的名

马，从而得到赏识，后世称赞任仁发的

画可与韩幹《照夜白图》等名画媲美。

可能是治水公务繁忙，任仁发存

世画作极少，现存作品大多收藏于北

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两家博物院。流入

民间的《五王醉归

图卷》于2020年10

月在香港蘇富比上

拍，最终上海龙美术馆创办人刘益谦

将它收入囊中，拍卖价格超过3亿港

元，这个价格创下了当年亚洲艺术品

拍卖的成交价纪录。

《五王醉归图卷》描绘唐玄宗五兄

弟在花萼相辉楼宴罢醉归之情景，乃

任仁发笔下罕见的纸

本作品，宋笺纸质细

密、包浆良好、色彩明

亮；用笔轻松自然，整

幅线条勾勒凝练潇洒，

平铺式构图正是唐人

造型和宋元用笔。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二
工程经久不倒

历时10年考古发掘、原址保护和

文物研究，上海在距今700多年的元

代水闸上建成一座现代化的遗址博

物馆，总面积达2300平方米，博物馆

的大部分空间潜于地下，这是上海市

区唯一的遗址类博物馆。

博物馆建于水闸遗址上方，建筑

体现了水闸建筑元素，凸显了“水”的

主题。博物馆将水闸的发现经过、历

史背景、建造流程、水闸结构、工艺功

用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向公众展示

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

整座博物馆位于地下7米，有近

1500平方米展示区。入口处以及馆

内地板大量采用钢化玻璃，观众只要

低头便可看到遗址的全貌：闸门、闸

墙、底石、夯土、石板、木桩秩序井然

分布。水闸的入口似元宝，两根悬挂

闸门的梁柱，在遗址内屹立不倒，其

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一个个高矮

不一的木桩，每个上面都有标号。上

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透露，这样的

木桩在整个遗址区共1万多根，裸露

出来2000多根，它们加固水闸，用木

桩顶起木梁，上面垫木板和石板，这

样建造水闸固若金汤，是同类遗址中

规模最大，做工最精的一处了。“从技

术上说，元代时期建筑营造水平，放

在今天看应该评得上‘鲁班奖’。”

博物馆地下空间陈列了原址考古发

掘的文物，包括陶罐、瓷器、瓦当、铁钩、

铁钉、钱币等修复品、复制品、残片。元

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启用了一批宋朝

的能工巧匠，因此一些烧制成品延续了

宋代烧制工艺，这些文物遗存勾画出了

一番有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代入到水闸

遗址的现场，观众仿佛穿越回了手工铸

造业发达、通商繁忙的吴淞江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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