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可知道国宝入藏的来龙去脉
由上博和本报共同主办公益性文博讲座精彩开讲

专访中国男排主帅沈富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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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画坛领军人物陈家泠和陈亮的

父子联展今天在闵行区梅陇镇澄建路 600

号观缘文化园内的“泠空间”开幕，展览除

了展出父子俩合作的陶瓷家具之外，还有
一部分陈亮“单干”的陶瓷作品“石榴阵”。

中国传统图像中寓意多子多福、笑口常开
的石榴在陶瓷材质的诠释之下，更多了几

分谐趣。

作为艺术家之子，陈亮走的是一条既
继承了家学渊源而又跨越艺术、科学、设

计、制造、概念、实施等等错综复杂的道

路。尤其是他在陶瓷材料与造型、釉色与

空间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具匠心的创造。
近年来，他对中国明代家具中巧妙将陶瓷

艺术和木头结合的想象进行研究，创作了
一批具有使人穿越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

方之间的让人揣摩、久久不忍离去的“瓷
艺家具”。

展品中有一套名为“和气生财”檀香

木桌椅，其木料采用了黄檀，这种在《诗
经》年代已被遍伐的木材，木质细腻坚实，

香气沁人心脾。四把座椅的弧形陶瓷釉下

五彩背板，出自其父陈家泠手笔，无论瓷

艺画艺如“玉出昆冈”清润无瑕。这套汇聚
父亲梦笔生花的釉下彩绘、儿子苦思冥想

的精心设计以及“泠窑”工匠们水与火、刀
与木的锤炼打造，无疑是当代中国“瓷艺

和家具”的联手之作。驻足浏览这样的作
品前，会感到时间与空间竟然如此华美。

在陶艺的探索中，陈家泠陈亮父与子

的合作，使陈家泠的艺术不仅在不同的媒
介材料上延伸，也会在生命的传递继承中

延伸。 本报记者 徐翌晟

    通常， 画是挂在墙上展示

且在架子上创作的。 倘若一张
纸的平面不足以表达艺术家的

观念， 那么使用多个物件、更
“占地方”的装置艺术、视觉艺

术就诞生了。画，从架子、墙上，

乃至融入到装置作品、 视觉呈

现中———但因对空间要求高，

无法进入百姓生活。

所以，文创产品火遍天。博

物馆文创商店， 可以融入画的
画册、围巾、杯子、文具等让观

众变成消费者，“把博物馆打包
带回家”。这就是陈家泠父子联

手举办此次展览的意义———艺
术品还可以“跃”上家具，营造

艺术环境和氛围， 让百姓生活

在艺术里。

那么为何要选择这一件作

品而不是另一件呢？ 由上博与

本报联手打造的 “上博讲坛”，

则会深入文物、艺术品的“台前

幕后”，让听众“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文物、艺术品的附加

值，到底因何而来？其价格如何
体现其价值？ 古代智慧如何照

亮未来？ 深隐于传统中华文脉
里的因缘， 需要以讲坛的方式

剥丝抽茧、娓娓道来。

上博聚焦古代艺术， 上历博聚焦于
上海历史， 当代艺术馆观照海内外当代

艺术———其实，上海的各大博物馆、美术
馆都有着丰富的艺术普及活动。 让艺术

进入百姓生活，让艺术扮美日常生活，正
是顺应每一个人向上向善向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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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具打造成中国式装置艺术
陈家泠陈亮联展亮相“泠空间”

我在现场

博物馆人的感恩

这是“上博讲坛”的第一
讲。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原上

博副馆长陈克伦率先登场，在
初冬的夜晚，作为诸多捐赠的

见证人和推动者，他在开篇讲
座里分享了一个个温情故事，

把上海博物馆诸多国宝级藏品的来历娓娓
道来。

从一个侧面来说，上海博物馆的收藏
历史，也是一部捐赠的百年史，捐赠人们勠

力同心为传承中华文脉倾心尽力，甚至承
受了巨大代价，台前幕后积蓄着一段段人

情，感人、温暖并且鲜为人知。

陈克伦演讲以《亦师亦友———博物馆
与收藏家》为题，回忆了胡惠春、潘达予、李

荫轩、刘靖基、顾公雄、杜维善、吴湖帆、华
笃安、施嘉幹、谭敬、庞莱臣、陈梦家、庄万

里、葛士翘等等捐赠人和上海博物馆的情

缘。陈克伦与海内外诸多收藏人士

结下友情，谈到浓情处，不禁泪洒讲
坛。台下听众掌声雷动，为文物入藏

上博所历经的坎坷而动容。
“对于曾经给过博物馆帮助的

收藏家，博物馆一定不能忘记，要把
他们当作自己人给予关心和帮助，

使他们有一种博物馆是自家人的感

觉。”陈克伦道。

大文物后小故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熠熠生辉的文
物宝藏背后，隐藏许多感人故事。收藏家陆

续捐出了珍藏，成为建立上海博物馆的藏
品基础。

在上海博物馆初创阶段，收藏家是博
物馆的顾问，上海博物馆充分以礼相待。

1949年 9月 7日，在上海解放 3个多月后

就成立了“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4
个月后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集合了一批上海的大收藏家。委员胡惠春

呼吁“上海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博物馆”，

并率先捐出 268件明清官窑瓷器。潘达于
捐出了大盂鼎和大克鼎，镇馆之宝大克鼎

由此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象征。在上海博
物馆成长、发展时期，收藏家是博物馆的朋

友，赤诚相待，互相尊重、互相帮衬。青铜器
收藏家李荫轩与马承源成为切磋学术的至

友是当时的一段佳话。

在上海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是收藏家朋友伸出援手，上海博物馆真心

诚意与收藏家交朋友，在新馆建设缺乏资
金的时候，收藏家雪中送炭。如今，在陈列

馆、展览厅的门楣上留下了他们的大名。很
多人不知道，捐赠 100万美元的徐展堂当

时生意正陷入低谷，却为国宝展品的新家
而一诺千金、慷慨解囊，这份情怀令博物馆

人铭记。

讲座每月办两次

上海博物馆创建于 1952 年，1959 年
10月迁入河南南路 16号旧中汇大楼；1993

年 8月，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现馆舍开始
建设，1996年 10月 12日全面建成开放。上

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
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

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 102万件，其

中珍贵文物 14万余件，数不清的国宝是上
海雄厚的收藏“家底”。

按照计划，以上博研究馆员为代表的
博物馆专家，将相继走上“上博讲坛”，和广

大听众分享一流博物馆学者的学识与眼
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

卓有声望，他们分别是陶瓷、青铜器、金石、
考古、书画、钱币等领域的权威专家。

据悉，“上博讲坛”计划每月举办 2次，
是公益性的文博知识讲座，报名参见上海

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马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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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品不是冰冷的文
物，国宝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故
事。由上海博物馆和新民晚报社
共同主办的“上博讲坛”公益性
文博讲座昨晚在上海博物馆报
告厅启动。

首讲嘉宾陈克伦以博物馆
与收藏家为题，讲述若干国宝
入藏上博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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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香木桌椅 记者 胡晓芒 摄

■ 讲座现场 记者 陶磊 摄

■ 听众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