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第八届西岸艺术

与设计博览会（简称“西岸博览会”）将于 11

月 11日至 14日在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馆、B

馆，以及今年 6月最新揭幕的西岸穹顶艺术
中心举行。相较于往届，今年的博览会从规模

体量、参展画廊数量等各方面整体有所壮大
和丰富。在本次西岸博览会的画廊单元，国外

画廊将超过 60%。

西岸博览会是亚洲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

艺术博览会之一，去年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

西岸博览会作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第一个大型
线下艺博会，为艺术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重

振了大家对艺术市场的信心。本届博览会将
迎来 18个国家、45个城市的 120余家优秀画

廊、设计品牌及艺术机构参展；在内容设置
上，除了画廊单元，还将包括设计单元、影像

单元、特展单元等多个板块；同期还将举办多

场论坛，分享艺术行业的前沿动态。

豪瑟沃斯、大田秀则画廊、佩斯画廊、香

格纳画廊、白立方、空白空间等画廊自西岸博
览会创始之初，已经连续八年参展。同时，赛

迪 HQ、常青画廊、高古轩、格莱斯顿画廊、蜂
巢当代艺术中心、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以及泰

勒画廊等多家画廊今年也将继续参展。
另有包括厉蔚阁、乔斯林 ·沃尔夫画廊等

21家画廊首次参展。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首次
参展的画廊中，蓝骑士艺术空间、眼镜蛇画廊

等多家画廊今年刚刚在上海本地开设了新空

间，这代表着众多画廊对于该区域艺术文化
市场的一种信心。

博览会不但可以推动艺术市场发展，也
会带动整个城市、甚至区域的艺术文化水平。

从第一届起，就一直关注西岸博览会特色和
定位的蓝骑士艺术空间创办人王薇薇谈到，

全球艺博会彼此竞争激烈，只有特色、质量高
的艺博会，才能争取到实力藏家的目光、国际

级艺术家及画廊的参与，这个生态链三者缺

一不可。西岸博览会在国际上已累积好评，同
欧美的国际艺博会比较，甚至更具备场地、新

兴藏家大幅成长等等发展优势。

海纳百川
元代肇始
上博“万年长春：

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再度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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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任仁发 《秋水凫鹥图轴》

■ 元 李升 《澱湖送别图卷（局部）》

    “上海并不仅仅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

的城市先进文明的象征，还有江南文化水
系的千年润泽，可以说‘海纳百川’自元代

肇始。”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
任凌利中反复提及“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

部与上海相关”，展览首次提出了上海“吴
门画派前渊/先驱”的概念，甚至在展览中

的上海七百年鉴藏史部分，苏东坡、张孝

祥、赵葵、赵孟頫、虞集以及《睢阳五老图题
跋》册等宋元名家书画名迹都成了配角。

如果说，整部中国人文史的翰墨精神
自始至终是传承的思想和风骨，那么，在这

片“吴根越角”的土地上，绵延千年的海上
文脉，同样源远流长。

水系变迁与人文迁移
藉其特殊的时势政局，人文生态诸因

素，早在元代，江南就进入了真正确立文人
画自身辉煌价值的鼎盛期。地处太湖流域、

水陆交通便利的重镇上海，于元末也因此成
了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地带。展览起始处的一

幅标注翔实的《上海地区历代书画人文示意
图》清晰地把上海从吴淞江到以黄浦江为主

的水系变迁，与形成自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

文的迁移路线图对照起来做了梳理。
“元代上海文人画的成就奠定了之后

本土传统文化的格局与文脉，上述因素与
上海相关的文人类型，奠定了坚实的人

脉、艺脉基础。因此可以说，海纳百川，自

元代肇始。”凌利中强调。经过梳理，他发
现了书画家中的水利专家，如元代任仁发

主持修造吴淞江水利工程，明代夏原吉疏
浚吴淞江，海瑞疏浚黄浦江等，只要在上

海为官，很多名画基本都曾跟水利有关，
所以展览中他突出了治理黄浦江的两大

功臣———夏原吉和海瑞，并展出了元任仁

发《秋水凫鹥图轴》卷、曹知白《清凉晚翠
图页》，明海瑞《行书五言诗页》等。

上海版“富春山居图”

“上海在书画成就上不是‘小渔
村’，仅开埠后的‘海上画派’尚不能够

代表上海，所以要用‘底蕴深厚、艺脉醇正、

兼融并蓄与勇于创新’来表述海上千年书
画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

理解书画成就更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国际
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及其传统人文底

色”。在凌利中的研究中，从元代李升《淀湖
送别图》卷（展品）至明文伯仁《南溪草堂

图》卷（所绘为肇嘉浜路、打浦桥路一带；非

展品）、文嘉《曲水园图》卷（展品），形象地
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从淀山湖到陆家嘴的

上海城市变迁的线路。
元代画家李升，濠梁人，晚年移居淀山

湖畔，人称“谪仙”。所筑草堂，现已不存。
《淀湖送别图》卷作于至正六年，画中清波

荡漾，湖山错落；远望峰峦高耸，景色清幽，
一派送别离人的气氛。这张画是目前传世

所见最早描绘青浦淀山湖景物的代表作，
其意义，犹如南宋佚名《西湖图》卷、元黄公

望《富春山居图》卷。
明代画家文嘉系吴门画派代表文徵明

次子。其名作《曲水园图》卷，所绘的是马桥
明代书画宗师董其昌族叔伯董宜阳居住地

曲水园的景观。此画绘于嘉靖三十八年，当
时文嘉五十九岁，董宜阳五十岁，两人交往

密切。如今的“曲水园”就是今天闵行区临

沧路上的古藤园一带。现存同名的建于清代
的青浦大盈浦畔的“曲水园”和董宜阳无关。

《曲水园图》卷中的“曲水园”形象地再现了
黄浦江第一湾畔曲水绕村的景色，赞叹主人

“守拙心弥敦”的淡泊人格。“这两幅作品正
是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历史岁月里，从文人到

文化，与江南多地乃至中国诸多地区，频频

互动往来的史迹见证。”凌利中说。

江南文化与吴门画派
参观者若在展厅入口处驻足，海报上

的作品细节图极易被认作取自明代吴门画

派的沈周作品局部———城墙外一位红袍官
员简装束行，骑马上任，二三仆侍随从，行

色匆匆。其身边山峦是披麻皴为主，墨色滋
润，磊落凝重。而这正是展览需要厘清的另

一个方面———“吴门前渊”的概念。吴门画

派，是中国明代中期的绘画派别，一般认为
兴于沈周，成于文徵明。

经过凌利中的发现与考证，门口的
海报所属的是上海嘉定画家马愈作品

《畿甸观风图》局部，“嘉定自古文脉昌
盛，其中马轼是明初著名宫廷画家，马愈

为马轼之子，与吴门画派之首沈周

祖孙三世交往，诗画倡和极密，马愈对
沈周的直接影响，完全可以归入吴门画

派‘先驱’之一。”

题跋合页与中西交融
在展览近现代部分呈现的印度诗人泰

戈尔赠徐志摩山水陆小曼题跋合页显示了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学西画，外
国艺术也在学我们，在文化交流史上留下

了特殊的一笔。”凌利中说。
泰戈尔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三次都曾

到上海，接待他的人里均有徐志摩，两位诗

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徐志摩家
中，泰戈尔与徐志摩讨论中国毛笔的好处，

初次试用，诗人一时兴起用中国毛笔简绘
一小山送给徐志摩夫妇。乍一看，泰戈尔所

绘的山头与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中的局
部颇有相似之处。同时，诗人用毛笔在画上

题诗，陆小曼在册页上题字：“这张画是泰
戈尔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次到中国来的时候

住在我家，有一天饭后同志摩闲谈，说起中
国笔的好处，所以他拿起笔来，初次试用，

随意画了一张作为纪念的小品送给我们。
事隔多年，许多其他的纪念品都遗失了，只

寻到这一张，真是遗憾。一九五八年，陆小
曼又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自
6月开幕以来，以其策划的学术性与对上海千年书画的深度发掘
极受观众喜爱，原计划 9月结束的展览经过第一次延期之后,再次
延期至 2021 年 12月 5日，并拟将于 10 月 28-29 日进行“万年
长春———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 现代 陆俨少《云涌波乱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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