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创语言
除了拍卖，艺术博览会是提升中

国当代艺术社会影响力，也是接触中

国当代艺术作品创作动态状态的最
常态化的实体渠道和平台。艺术博览

会上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表现直
接反映了创作的现状。

虽然大部分艺术家的作品源泉

是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生活是
影响他们作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但一个好的艺术家的本分就是必

须有能力用一种别人没有使用过的

语言把别人没说过的话说出来，在实
验性美术探索为主导的当代艺术领

域，更是如此。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受
到现实的刺激和传统的启示，创作了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现实关怀的艺
术作品，这是撇开西方话语系统的积

极行动。以香格纳画廊展出的梁绍基

作品为例，梁绍基用蚕的生命历程为
创作“材料”，以强调与自然的互动为

特征，他的艺术与生物科学等跨学科
领域发生着关联，养蚕产丝又是中国

流传千年的劳作，与中国传统的意象
不可分割。

当代艺术如何跟中国传统艺术

相结合，更好地体现上海的艺术开放
性，锻造上海艺术之都的价值，这是

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徐翌晟

李琰“跨项”
回归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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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凌晨

1时，本该寂
静的深夜被电

子竞技的热血点燃。

蓝色的丝带雨落在 7

千多公里外的冰岛雷

克雅未克，社交平台
上滚动着人们欢呼庆

祝的图文和视频，大
学宿舍里回响着电竞

粉丝们激动的呐喊

声———中国 EDG 战
队在 2021 英雄联盟

全球总决赛（S11）中
战胜强敌韩国 DK战

队，为 LPL（英雄联盟
中国）赛区捧回了又

一座冠军奖杯。
冠军队伍来自上

海！赛后，上海电竞协

会第一时间发文祝
贺：“为中国电竞赢得

荣誉，为上海电竞增
光添彩。望今后的训

练比赛中加倍努力、
守正创新、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为上海电
竞再创辉煌。”EDG

战队于 2013 年成立

于上海，而此次在决
赛中代表 EDG 拿下

冠军的李炫君、赵礼
杰、田野三名选手，都

是上海市电子竞技运
动协会注册电竞运动

员。
虽然 EDG 战队

拿下了今年 LPL 赛
区夏季赛冠军，以一

号种子的身份出征
S11，但这支队伍却

并不被国内外电竞粉丝看好。在此次夺冠之
前，这支成立 8年、5次打入 S赛的队伍一直

被“八强魔咒”的阴影笼罩，即最好成绩只有
八强。此次，他们的 S11之旅也是跌跌撞撞。

一共三场五局三胜的淘汰赛，战队场场打满

五局，艰难晋级。决赛中，EDG战队虽然先下
一城，却又连丢两局，被对方先拿到赛点，随

后又顽强连追两局取胜。战队管理阿布赛后
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经历的太多了，整个

世界赛就像我们这一年的缩影。”

EDG战队这场胜利意义重大，不仅对于
战队、个人，对于 LPL也创造历史。 EDG战

队 2014年加入 LPL，在摘得召唤师之杯后也
成为了 LPL第一支解锁了英雄联盟赛事全满

贯的队伍，同时也是 LPL史上第一支在 S赛
决赛舞台击败 LCK（英雄联盟韩国）的队伍。

EDG战队捧回的这座奖杯，是 LPL赛区
的第三座 S赛冠军奖杯，也被电竞粉丝称为

“LPL赛区最具含金量的冠军奖杯”。这份“含

金量”，从 EDG决赛阶段面对的对手就可见
一斑。他们半决赛、决赛面对的是两支来自

LCK赛区的往届 S赛冠军队伍。LCK赛区是
目前 S赛历史上夺冠最多、公认最具统治力

的赛区。决赛，面对 LCK赛区一号种子、去年
的世界冠军 DK战队，一款在本届 S赛上预

测准确率高达百分百的人工智能，甚至预测
EDG获胜的概率不足 30%。

“我们是冠军！”屏幕里的解说喊出这句
名言，也替赛场上的队员、屏幕前的无数中国

电竞粉丝喊出深藏内心 8年的坚持和喜悦。
冠军来自上海，事实上，除了 EDG之外，其淘

汰赛对手 RNG战队也来自中国上海。近年来
上海大力打造电竞之都，力求打造完整生态

圈，此番 EDG夺冠，正是上海多年来电竞

产业耕耘发展所收获的硕果。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在第七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上，则有更

多的本土艺术家、国内摄影师引发了关注，看
展览，看的是当下，也看到了回忆。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摄影家刘香

成，艺术总监凯伦 ·史密斯共同策划展览“上海
世纪：上海精神”，借助 32位本土和国际摄影

师的目光与创作，再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过
往三十年的日常生活和城市景观。

出生在上海、在虹口区长大的青年视觉艺

术家叶子乐个展“河滨肖像：一代人就是一个

时代”引起了很多上海观众的共鸣，始建于
1930年的河滨大楼曾经是二战时期许多犹太

人到上海避难的第一站临时家园，也是苏州河
最早的滨水景观公寓。2021年，叶子乐买下了
其中一套公寓，同时把镜头深入室内空间。大
楼里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人们在这里安家、编

织自己的家园。照片中手握一副好牌、笑容满
面的姜奶奶在影像上海的开幕式上带来了自

己的一众熟人。姜奶奶如今是河滨大楼里最资
深的住户，她 1939年出生在闸北，因妈妈给河

滨大楼里一家英国人帮佣，5 岁时便住进大

楼，她在大楼中见证了日军投降、上海解放，至
今仍记得河滨大楼作为解放上海战役中最后

激战地之一的情形。
来自乌鲁木齐的画廊高台艺术中心带来

了中国艺术家徐冠宇的作品，这位曾经获得
2020年影像上海曝光奖的艺术家有一套非常

有意思的作品《暂时存在的家》，他在父母北京

的家中巧妙地创作了错综复杂的分层摄影装
置，打造了一个反叛少年的空间。传统的家庭

空间被他用相册、广告、年少时期收集的报纸
图片所覆盖，门廊和窗户都被照片所取代，窗

户外好像是一幕不错的海景，但细看却发现
“海景”上一道折痕，原来是一张贴在墙上的海

景照片。眼花缭乱的视角让观看者好奇什么是
真实的，什么又不是。完成拍摄之后，徐冠宇还

必须抢在父母回家之前，把拍摄现场的“混乱”
收拾干净，一切恢复到原状，以至于严厉的父

母至今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家曾经被如
此地打扮过，自家孩子的创作都是在家里完成

的。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进入艺术时间
本土艺术家光芒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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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一进入 11 月，上海密集开幕的艺术博览会和艺术展览如绚
烂的烟花照亮了这座城市，即将在 11月 11日开启的西岸艺术与
设计博览会、ART021、11 月 3日至 6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进行的
第七届影像上海艺博会、外滩源壹号正在进行的DESIGN MIA-
MI 等等，高古轩、佩斯画廊等等国外知名画廊云集，参展的国际艺
术家的名字耳熟能详，从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到达明 ·赫斯特，
以及一时间风头无二又遭到不断质疑的NFT“艺术品”。

而疫情的变化和复杂性让国内画廊在这些艺博会上拥有了更
多的空间和亮眼的机遇，相比较去年，影像上海艺博会上国内画廊
的数量增幅达到了 15%，西岸艺博会参展的 80 家画廊中中国画
廊达到了 60 家。本土画廊、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光芒一样光彩夺
目，中国艺术家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艺术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

手记记 者

    以参加了数届西岸艺博会的艺博画廊为

例，成立二十多年来麾下中国艺术家包括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闻名的尚扬、罗中立、何多苓，当

代艺术市场明星周春芽、方力钧，上海当代艺
术家薛松，新一代抽象艺术家王一等等，组成

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生态从中生代到新生代
一个比较完整的切片。

出生于 1942年的尚扬此番展出的《董其

昌计划》是他多年研琢的厚积薄发之作。1980

年，罗中立的名字一夜之间因为《父亲》这幅给

人以强烈震撼的超级写实作品被大众知晓，
《父亲》这张油画作品也从此被载入美术史史

册。年轻时体味到的大巴山的农民生活又为何
多苓提供了创作源泉，这次展出的《喝水系列》

描绘出农村的男女

以及充满纯朴欲望的精神状

态，成熟、快乐，田园而牧歌，这些特征是通过
画中的人物及其动态、表现时节的田间风景以

及金黄色的空气呈现出来的。何多苓的艺术具
有诗意特质，重绘画性，唯美、优雅，而他不拘

泥于成功的风格，不断有新作问世，画风悄悄

地变化。近几年来的作品，又回到了他上世纪

80年代对文学性和诗意的追求，但比上世纪
80年代更加复杂。

当代艺术的概念开放又模糊，这些中国当

代艺术家在星光璀璨的西岸艺博会上，以自己
的艺术语汇基于现实与文化传统的创作带来

了自己的面貌。

自己的面貌

城市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