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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展厅，可以看到在入展的

百余件（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剪
纸、面人、灯彩、雕刻、编结、农民画

等，又有具有鲜明海派印记的绒绣、
顾绣、琉璃、金银细刻等工艺展示，

还有都市生活催生出的带有文创特
质的作品，民间艺术家中果真是藏

龙卧虎。

就拿雕刻艺术来说，民间高手
除了能在鹅蛋壳上做文章，面团、瓦

片甚至树叶都可以发挥他们的艺术
才华。比如张彦坡在寻常的瓦片上雕

出了一对石库门（见图 3），一片青
砖，一条弄堂……让观众的思绪一下

就回到了从前。还有的艺术家竟然能
在一片枫叶上，雕出《清明上河图》中

的一段场景，手法细腻让人为之点

赞。至于可塑性很强的面团，艺术家
们的发挥空间就更大了，从可爱的小

公主到唐僧师徒（见图 4）再到大树
底下对弈的爷叔们……惟妙惟肖，观

众笑着说：“看看别人家的面团，再看
看自己家的面团，回家就把它们都煮

了！”

展厅里还有一个酒瓶，里面有
一艘船（见图 1），很多观众在讨论

这个作品：“这艘船比瓶口大那么
多，到底是怎么进到瓶子里去的？这

究竟是艺术展还是魔术展？”还有
年轻的观众开玩笑回答：“我知道，

这艘船一定是趁瓶子不注意的时候
溜进去的！”看到大家热烈讨论，作

者现身揭秘了创作过程———先把组

装船的一个个小零件放进瓶子里，
再用工具伸进瓶子里将船组装完

成，据说作者 10年间只完成了 20

多件这样的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此次展览的作品，由组委会评

委从近 300件（组）征展作品评选而
出，既考量了工艺技艺的精湛性、思

想性和创新性，又兼顾了工艺门类
的覆盖面，反映了近两年来上海民

间工艺美术的成绩和样貌，力求全
方位呈现出海派民间工艺美术赓续

发展的多彩图像。这些成果，是老中

青三代民间工艺美术家，植根生活，
用心用情创作，以精湛的手艺和大

国工匠的精神，为时代和家园谱写
的真情礼赞。

展览期间，在市群艺馆二楼的
青年中心还安排了两场非遗传统

手工艺体验活动，分别是 11 月 4

日下午的蝈蝈笼制作体验、11月 6

日下午的上海剪纸体验，由上海市

非遗项目南派鸟笼传承人陈传发
和上海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奚

小琴担纲导师。此外，还有一场民
间艺术专题讲座将于 11月 6日下

午在市群艺馆四楼多功能厅举行，

主讲人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
民协主席艺术家李守白，他主讲的

题目是《海派艺术的本来、外来、未
来》。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11 月 14

日。 本报记者 吴翔

    双十一临近，

各类广告铺天盖
地，打开电视机追

剧或是看综艺，抑
或是捧着手机刷短

视频，总有一波让
人猝不及防的植入

广告迎面袭来。事实上，自从国家广电总

局推出“限广令”以来，电视剧不再被插播
广告割裂得断断续续，然而，十年过去了，

那些从前小心翼翼欲说还休的植入广告
如今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观众只能

苦笑道：“又在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了！”

“软”广“硬”做
最近有一部热播剧，是反腐倡廉的严

肃题材，观众却在第一集中就看到主角家

里的客厅茶几上摆满了一堆营养品，随后
几场吃饭聚餐的戏中摆在桌面上的白酒，

还有主角坐的汽车、用的手机……这些产
品的出现，仿佛是主创和观众之间达成的

心照不宣的默契，毕竟，拍电视的要生存，

广告必不可少。

10年前的“限广令”限制压缩硬广告
在电视媒体上的空间，于是人们把目光转

向了软广告，也就是花样百出的植入广
告。提起植入广告，不妨回顾一下冯小刚

的经典电影《大腕》，各种广告被强硬地植
入到一个著名导演的葬礼上，讽刺的其实

也是当下这种“软”广“硬”做的现象。事实

上，冯小刚也是个广告植入的高手，当年
他参与创作的《编辑部的故事》，令剧中的

道具“百龙矿泉壶”名声鹊起；在贺岁影片
《一声叹息》中，张国立和刘蓓分别时的那

句“打电话用吉通卡”，广告也不显突兀；
《手机》中清一色的摩托罗拉手机还有严

守一的宝马；《天下无贼》中惠普、佳能、诺
基亚、宝马、中国移动、长城润滑油等 12

个赞助商都在影片里得到了充分的品牌
展示。

那时，像冯小刚这样的内容创作者还
算良心植入，尽量把广告融在内容中，避

免违和感。而现在有的影视作品创作者，
他们广告植入时几乎不过脑子。比如前几

年黄磊主演的号称“超级巨制”但豆瓣只

有 2.8分的《深夜食堂》，这部剧翻拍自一
部日剧，原版中看着都市夜归人一边吃一

边讲述人生，观众泪光闪闪，好评如潮。而
这样的题材翻拍后，成了各种美食植入广

告的绝好机会，放点吃的喝的广告也就算
了，连租房广告也要打，眼看温情的《深夜

食堂》成了充满铜臭味的“午夜广告”，观

众哭了：“明明是广告片，偏偏冒充电视
剧！”

抢“流”保“质”

要说广告植入，植入个现代剧观众也
就咬着牙接受了，让人不能忍受的是，连

古装剧也要被强行植入现代产品。比如古
装剧《扶摇》中不仅出现了“御泥坊”这种

现代的化妆品，竟然还喊出了“58同城”
的口号。还有谍战题材的年代剧《脱身》，

剧中男主角乔智才的父亲因为胃病，想让

妻子帮自己买胃药，还要指定“三九胃
泰”，网友说：“百度上说‘三九胃泰’是一

个在市场上畅销 20多年的药界常青树，

难道‘三九胃泰’也在那时隐藏了身份？”

应该说，流量要抢，质量也要保，植入
广告是一门技术活，需要编剧和品牌联手

才能做到与影视剧情节水乳交融。《疯狂
的石头》中黄渤的一句：“牌子，班尼路”,

将小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大明
王朝 1566》中植入的“六必居”广告，让观

众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六必居”始创于明
朝嘉靖年间，“六必居”由嘉靖钦赐，大学

士严嵩题写，每季新出酱菜都要给皇帝送

一坛，属于皇家贡品。
广告植入不仅需要编剧用心，还需要

广告主理念的升级。前段时间，中国广告
主协会在上海指导了一场“中国新潮品

牌大会”，该协会会长杨汉平表示，协会
正探索如何在流量平台上升级品牌营

销，帮助中国品牌完成从“流量”到“品
牌”的蜕变。广告只有与内容巧妙融合，

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否则，如果只追求
流量，不顾一切地生硬植入，一定会让观

众跳戏，最终拖垮影视剧的质量，让作品
和品牌两败俱伤。

别在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了
◆吴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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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不容易了，能把这
么脆的蛋壳雕成一件作品，
这个力量真是分毫不能差
啊！”昨天，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举办的“第四届上海民间艺术成
果展”上，观众围在李亚非的蛋
雕作品前啧啧称奇———在脆弱
的蛋壳上呈现“荷塘月色”（见图
2），还有满天星……看着一个个
民间艺术家的作品，观众除
了感叹高手在民间之外，还
很好奇有些作品究竟是
如何完成的！

高手在民间

大家齐创作

1111111111111

22

4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