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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陶瓷可以“听”，也可以“嗅”。正在

明珠美术馆举行的“从泥土到语言———
以陶瓷为媒介”展览上，学音乐出身的

法国艺术家塞莱斯特 ·布谢-穆日诺为
展览空间特别设计的装置作品《无题之

明珠》，是在视觉艺术里创作自己的音
乐，他把大大小小的白瓷碗在一池蔚

蓝的水波中移动、相遇、碰撞、分离，迸

发出陶瓷特有的清脆声音，通过日常
的用具，把视觉、触觉与听觉互相交织。

进入展厅的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流
转的白瓷碗和宛若晨钟的乐音吸引，静

坐凝视。
在“从泥土到语言”艺术家群展上，

陶瓷这种朴素的材料经过艺术家之手，
呈现出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或有了

纸张一般的质感，或者呈现出了金属质
地，还有的故意将陶瓷的自然属性去除

打造成了现代工业中的塑料感。展览中
的 14位中外艺术家都是当下在艺术领

域中十分活跃的，30 余组多元作品包
括雕塑、装置、影像、绘画等形式，探索

与呈现以历史悠久的陶瓷材料为媒介
的艺术新观念、新表达、新语言。

比如美术馆入口处，艺术家刘建
华的作品《线条》用青瓷塑造简洁线

条，颠覆以往人们对材料认识上的视
觉经验，不仅是对陶瓷的新认识，也是

对线条表达的新认识。放置在小黑屋
里的《方》则将陶瓷与工业质感的钢板

结合，陶瓷化身金色“液体”，如同从天
而降，“滴落”在方形钢板上。来自德化

百年陶瓷世家的艺术家苏献忠将纸的

柔软赋予瓷的坚硬之上，从层层叠叠、
薄如蝉翼的白瓷“纸”中可见德化薄胎

瓷塑的技法，让白瓷这种古老的材料
焕然新生，散发出诗意。刘丹华的作品

《锦灰堆》则是用陶瓷逼真再现了即将
燃尽、几乎完全化为灰烬的纸张。

上海明珠美术馆馆长、策展人李丹丹表示：“这些陶瓷
艺术作品是自然之物、思想之物亦是劳作之物，从某种意义

上讲，是‘天成’与‘偶得’之物，是实物更是有关艺术、创造
与生命的隐喻和象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电影《柳青》5月 21日在全国公映，

获得广泛好评。前晚，电影主创团队走进
同济大学分享创作经历，与师生共话人

民作家的初心使命，共同缅怀这位为党
史国史辛勤记录的忠诚作家、为一方百

姓鞠躬尽瘁的党员干部。
当晚，师生们观看了电影《柳青》。在

近两个小时内，不少观众凝神注目，随着
剧情变化时而会心一笑，时而若有所思，

看到动情处还不觉落下热泪。
影片真实再现了我国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开展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所

经历的重重困难和取得的宝贵经验。青

年作家柳青毅然辞掉北京优渥的干部待
遇，亲身参与当时在中国农村轰轰烈烈

展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誓要创作一部
反映新中国农民集体创业的史诗巨著。

他举家落户皇甫村的一所破庙里，深入

农村生产一线，扎根基层 14 年，历经风
雨，亲身经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等一系

列重要历史时刻，带领当地人民克服重
重苦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农村的

新局面，并在之后的各种运动中始终坚
持真理，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段艰苦

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
当主演成泰燊步入会场，不少人一

时还未将银幕上的“他”与他本人对上

号。“柳青先生是胸怀使命感和家国情怀
的，这不是我能靠演技演出来的。”成泰

燊说，“我是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格式化清
零后，我的硬盘与柳青先生接通，让他走

进来，让他的精神和灵魂自然呈现出
来。”

大好河山、金灿灿的稻

地，银幕上的关中平原，呈现

出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田
波导演说，柳青先生所处的

那片乡土是热情的、丰饶的，
是具有诗意的，这部电影展

现一段先辈们流过汗、流过
泪，令人震撼的历史，向柳青

先生致敬，也是对这块土地给

予礼赞。
当被问及这部影片的现

实价值时，制片人王苗霞说，
同学们在观影时所受到的心

灵的撞击和内心油然而生的
感动，就说明了影片的价值。

“我们不是奔着票房去创作的
电影，柳青先生这个人物能出

现在大银幕上，本身就是一种
文化自信，柳青精神也是我们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精
神。”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曾

与父亲共同生活了 9年。她在
退休后，根据父亲生前对她的
讲述以及她对父亲不同时期同事和朋友

们的走访，撰写了《柳青传》。她说，父亲
坚持“一切创作都要从人民中来，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她希望今天的年轻人
能从父亲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历中得到

启示，给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屏瑾研究
现当代文学，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是她

要一遍遍带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已观

影两遍的她向主创团队致谢，感谢团队

将柳青先生创作《创业史》这部红色经典
著作的过程生动呈现于银幕。她说，这部

电影是触摸那个时期文学实践的一个入
口。“这是一部非常真诚的作品，因为真

诚所以感人。”杨晓林教授说，影片塑造
的人物鲜活、实在，充满了力量，富有感

染力。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因为真诚所以感人
《柳青》主创走进同济大学分享创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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