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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本报讯 （记者 徐

翌晟）今年，十八岁的上
海书展首次有了吉祥

物———一位来自“书
界”的符号精灵，其设

计灵感来源于标点符
号中的逗号。记者昨天

获悉，8 月 11 日至 17

日，第十八届上海书展
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办，继续与读者一年一
度的书香之约。

据介绍，“逗点”来
自于公开的征集和评

选，在今年 3月 28日至
5月 20日的征集期间，

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
作品 464幅。作为上海

书展的吉祥物，“逗点”
一方面体现了其与图

书、阅读之间的紧密关
系，另一方面，更包含

了继往开来、永无止境
的涵意，寓意着知识带

给人类的无限可能，代
表着上海书展的内在

品格和精神追求。蓝色

则代表了智慧和前卫，
体现出图书发行行业、全民阅

读事业追求创新发展的活力和

不竭动力。

2021 上海书展
主视觉也在同期对外

公布。主视觉画面中
心既是一扇打开的石

库门，又是一本打开
的大书，表达了上海

打开城市大门，上海

书展向读者打开书香
大门；画面中一本本

打开的图书点缀其
中，宛如翱翔的飞鸟，

迸发出的创新灵感，
不断飞向远方；一条

红色飘带从书香大门
中延伸出来，更传递

出 2021 上海书展在
建党百年时刻举办的

时间、地点等信息；画
面中心的文字“2021”

采用折纸的视觉效
果，使画面更具有立

体感。

经历了十八年的
发展，上海书展伴随

着几代上海读者的成
长，自身也在成长成

熟，已成为了上海市
民心中感情最深、影

响最广的文化展会之

一。“十八届”即“十八
岁”，不论是对行业，

还是对读者来说，都
有着特别的意义。据

悉，上海书展办公室
还将举办“上海书展

文创设计大赛”，以体现书展在引

领全民阅读和学习层面的意义。

    今天是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上午，来自全国 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00余位

传承人创作的精品 1500余件（套）
组成的“百年百艺 ·薪火相传”中国

传统工艺邀请展在上海的六大场馆
同时开幕。

展览的主场馆位于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3200余平方米
中展出传统工艺作品 500 余件

（套）。展览既是对我国非遗文化发
展的百年回顾，也是对非遗影响当

下生活的细致观察。
步入会场，“传统工艺的百年历

程”圆形展区宛如一幅“百年时间卷

轴”徐徐展开。由上海海派玉雕文化
协会在今年集体创作的《初心之地》

大型玉雕摆件备受瞩目。作品通过
圆雕和深浮雕手法，以写实和装饰

性的玉雕语言，艺术性表现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之地”。凸显中共一大

会址，同时错落有致地集萃了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机关旧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
址博文女校等。石库门系列形成的

意象，隐喻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开
天辟地、筚路蓝缕的革命足迹，有着

鲜明的精神内涵。一棵大树枝繁叶
茂，与革命圣迹的视觉形象相应和，

添加了极富象征性的情感注解，定

格成了历史的永恒。据悉，该作品将
于本次邀请展结束后捐赠给中共一

大纪念馆。
开创新中国国家专用瓷创新设

计先例的《建国瓷》作品难得一见，
1953 年景德镇烧制的斗彩缠枝花

卉中餐具 1件套 17件，斗彩纹饰及

底部红色帆船款识均为著名陶艺家
祝大年先生设计。

展区还展出了许多难得一见的
老艺人、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创作的经典传统工艺作品。如
支慈庵、徐素白的竹刻作品，张景安

的砚刻作品，王金山的苏州缂丝作
品，以及众多老艺人、传承人个人或

集体创作的单面绣、打籽绣、碑帖、

扇面书法、龙泉青瓷、汝瓷、磁州窑
瓷器、景泰蓝等佳作。“传统工艺掀

起当代国潮”空间展示了传统工艺
在大众参与特别是年轻人实践领域

的鲜活案例。
分别位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浦东新区金桥碧云美术馆、虹口区

抱朴美术馆、杨浦区毛麻仓库、闵
行区上海海派艺术馆的 5 个分场

馆，展览侧重也各有不同，让市民
全方位感受非遗的魅力。以位于北

外滩的虹口区抱朴美术馆“锦绣文

章———纺染织绣工艺专题展”为

例，价值 300万元的苏绣作品———
《苏州新梦园林组画》令人耳目一

新，作品运用现代设计的理念对闻
名世界的苏州园林沧浪亭、月洞

门、留园水榭进行了全新设计，运
用精湛的刺绣技艺将其绣制出来，

让这项具有 2000多年历史、发源于

苏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
出了新的光彩。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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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自然“融”入表演
沈伟制作浸入式整体艺术现场在沪首演

    一场“万物皆有灵”的展览、一

部“一切且相连”的短片、一台“天

地人为合”的表演。你可以在各个
展台随意浏览沈伟的绘画、摄影、

文字作品，或是用鼻子感受嗅觉装
置；你可以透过四方“天幕”看沈伟

镜头下的纽约和上海；你也可以漫
步于明暗交错的方格间，感受舞蹈

带动气流，“融”入这方天地间，成

为表演的一部分。
昨晚，受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国际知名编舞家、视觉艺

术家沈伟全新制作的浸入式整体
艺术现场《融》在西岸穹顶艺术中

心全球首演。这部作品涵盖绘画、
摄影、文字、物件、影像、声音、装置

以及舞蹈等多重媒介，既是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全新艺术品牌

ARTRA“自定艺”的重磅项目，也是
西岸文化艺术季 2021“西岸梦中

心”特别单元的开篇巨献。

根据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圆形
结构的特质，沈伟因地制宜创作

了《融》，契合中国《易经》的哲学
表达。整个场景，天圆地方，象征

万物。
踏进穹顶那一刻，观众的“融”

之旅已启程。作品由视觉展览、艺

术短片和多媒体现场表演组成。率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视觉展览———

“万物皆有灵”。每个展台在环形场
地中以圆的轨迹铺开，陈列着沈伟

的 16幅绘画作品、16幅摄影作品、

16 件文字作品、16 个由中草药脱
胎而成的嗅觉装置。

艺术短片“一切且相连”被投

影在意喻“地方”的四面“天幕”上，
观众或驻足站立，或席地而坐。这

部由沈伟创作与剪辑的影像作品，
有他在 2010 年拍摄于纽约的片

段，也有今年 5月在上海拍摄的片
段。沈伟带领舞者们在纽约和上海

两地的地标性建筑、广场、地铁站、

博物馆前“快闪”，人与人之间不期
而遇，人与城市融为一体。

多媒体现场表演，名为“天地
人为合”。观众可随意漫步在明暗

交错的方格之间，近距离地观看舞
者的表演。“就像我们去博物馆和

名画面对面，舞者在你面前跳舞，
表演张力会更大，这种沉浸式的观

摩，也会给观众带来全方位的感官

冲击。”沈伟说。事实上，每个方格

的舞蹈都不同，舞者的演绎也不
同，加上不同的装置，每个人的现

场感受都不同。而最有意思的是，
穿梭其间的观众，也自然“融”入盛

大表演，成为一景。
《融》是展览、影像、舞蹈相结

合的三段式展现，给人丰富的感官

体验和多元的精神满足。而观众能
够随意穿梭于表演区域，近乎“零

距离”观赏舞蹈，感受周围的气场
因舞动的身体而产生的微妙变化，

也是十分独特的体验。
《融》是沈伟在海南闭关 5 个

月“悟”出的作品，也蕴含了他在经
历疫情隔离期后对人与人、人与自

然关系的思考。万物皆有灵，一切
都相连，融入世界，方能看见自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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