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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神奇的壮锦》绘本展感受阅读新体验

每一页都是
民俗风情画     近日，由长三角四家美术馆院联合主办的《文采

风流———玉山雅集特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通过
对“玉山雅集”相关人物介绍以及书画、文献、诗文和

典籍等展品的呈现，进一步阐述了“玉山雅集”的文
化价值及其对江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的精神纽带，在国家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长三角美术馆
协作机制积极推进成员单位的馆际合作。“江南文

化”作为上海着力打造的文化品牌之一，去年 11月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与昆山市方面签约，将“玉山雅集”特展引入上海。
元末诞生于昆山巴城的“玉山雅集”，是元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

久、创作最多的诗文雅集。这项在文坛引为佳话的文化盛会和东晋的“兰
亭雅集”、北宋的“西园雅集”合称为中国古代三大雅集，被《四库提要》赞

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此次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玉山雅集特展”上，600多年前雅集主

人顾瑛的《古树空亭图》，以及元代《松石图》《溪山春霁图》《清閟阁图》等

绘画精品，唐以来古籍善本十部与当下画家的园林画作，共同还原元末那
一场场“文采风流”。

展览从史上最著名的几场雅集入手，从仇英《西园雅集图》等几件古
代名画的复制品开始讲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华嵒《玉山雅集图》

（复制品展出）引入元末“玉山雅集”的主题。展览由解读篇、人物篇、传承

篇、名胜篇四个板块，通过对“玉山雅集”相关的人物介绍以及书画、文献、
诗文、典籍和家具等展品的呈现，进一步阐述了“玉山雅集”的文化价值及

其对江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的《松石图》、《溪
山春霁图》，元代书画家张雨的《清閟阁图》、王翚的《幽碧亭雅集图》以及

顾瑛的《古树空亭图》等历代绘画精品同时亮相本次展览。
“玉山雅集”的雅集活动中创作的众多诗词作品大多是以园林景点为

创作主题，而成为元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雅集活动的开展主要在私家园

林，而因雅集的绘画大多亦是以这些园林景点为创作主题，甚至就是在这
些亭园中完成。正是这种随性氛围与艺术创作的特性相契合，使得历代文

人雅集中产生了大量名垂千古的佳作，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独特景
观。本次画展特邀各地艺术家以园林为主题，诗画合璧，创作为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 43件。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表示，“玉山雅集”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

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也是江南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一段历史，希望本

次展览能够为推进江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健全江南文化保护体
系，建设全国江南文化研究高地提供内容支持。

此次展览由刘海粟美术馆、昆山市侯北人美术馆、苏州美术馆和苏州
美术院联合主办。展览开幕后还举办了研讨会，专家们一起探讨“玉山雅

集”的文人精神如何融入上海，进一步推进江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展览
持续至 12月 8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重
现
﹃
玉
山
雅
集
﹄
文
采
风
流

上
海
苏
州
联
手
助
力
江
南
文
化
建
设

“老妈妈妲布一针一线长花草，一针一
线起亭阁村舍，一针一线从现实径入桃源
乡。妲布不仅以针线构拟周游了整个桃源乡，
更是从圩场开始，跨过火山，越过冰海，进而
抵达心之所向的完整旅程。”

    玉山雅集主人顾瑛在阳澄湖

畔大举修筑“玉山佳处”，兴建玉山
草堂，遍请文人墨客，在此吟诗题

句、书画品鉴，用其大半生的精力
从事雅集活动。 他在昆山仿照王

维辋川庄、 借用杜甫诗为楹匾构
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

池亭榭之胜， 更有主人耗费大量

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 鼎彝珍
玩， 使之成为文人理想的游赏休

憩之所。史料记载，玉山雅集大体

上从至正八年（1348）到至正十九
年（1359）前后持续近十余年，作

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文水平最齐

整的雅集，玉山雅集共开了 180

多次， 一共产生了 5000 多首诗

歌，是当时江南文化转型期一个
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柯九

思 、张翥 、黄公望 、倪瓒 、杨维
祯、顾瑛、于立、张天英、张田等

均是雅集座上宾。名士聚会必有

诗词唱和，因此留下了珍贵的文

字记录。 参加雅集的人既有本地
文人，也有因游学、仕宦而经过吴
中的南北人士， 雅集的影响力无

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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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神奇的壮锦》绘本展在

上海市群艺馆二楼白厢展厅开幕，
同名绘本曾荣获 2021年“俄罗斯

图书印象奖”原创绘本奖。展览带
领观众在两位青年创作者共同构

建的神仙圩市奇幻的境界之中，体
验一次民族民间文化的新生，或许

还能对“如何制作一本属于自己的

绘本”产生兴趣和启发。
展览展出上海青年画家九九

（李清月）为《神奇的壮锦》所著插
画的原作，每一页都是一幅精美的

民俗风情画，还介绍了广西壮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壮锦的文化特色，以

及织锦所需的基本工具。
读者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犹如

敦煌壁画般的传统图像叙事模式；
在场景的渲染中，掺杂了传奇故事

元素和山海经等精怪形象，有魏晋
绘画风格中古朴稚拙的人物和动

物，有敦煌壁画的典雅设色，还有
明清文人情趣的园艺小景等等。美

丽的桃源乡，让人有观看《清明上
河图》的错觉。

有趣的是，在每幅插画之中，
使用手写字标注“妲布”与“勒惹”，

仿效中国传统“绣像”的概念，非常

特别。插图里我们

能看到“大风起兮”，这些抽象的概
念也被会标注在插图当中。还会出

现羽衣郎、白马跳火圈、梦婆汤等
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可爱的设计足

以看到作者的处处用心。
九九是个 80后，画插画已经

有十几年。“那些神仙精怪的样子

可能来自傩，来自《山海经》，来自
所有我见过并心有戚戚的东西。”

她不想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传统
文化，大家觉得壮锦应该是壮锦的

样子，而她却抛弃了壮锦本来的样
子，“就用我一个现代人的经验来

探索桃源乡”。她喜爱中国园林，在
她的理想中，桃花源就是一个园

林，曲折幽深、惊喜丛生。她对创作
充满热情，“毕竟心怀热念的人，永

远不会被生活的局促束缚住想象
的翅膀。”

民间故事里最常见的主题是
寻求幸福，《一幅壮锦》也不例外。

文字作者刘旭爽刚接触文本时，发
现和一般民间故事里那种寻找“实

实在在”，尽管遥远、路途艰险却必
然能够得到的“幸福”不同的是，在

《一幅壮锦》里，这种幸福是“虚幻”

的。妲布清楚并不存在神奇村庄，但

在亲自动手编织理想世界的时候，
她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在创作这个

故事的过程中，我和插画师九九不
断地在主人公们身上发现自己。”

市群艺馆策展人陆寅兰表示，
孩童时期吸收的文化和接受的美

育，将为孩子们一生的文化和审美

打上底色，“我们需要挖掘、鼓励和
扶持更多上海本土以及长三角地

区的青年艺术家、独立画家和作
家，用新的手法去演绎传统文化、

民族民间文化的优秀绘本。我们希
望通过将一本书变成一个立体展

览，为观众呈现更多元、更丰富的
阅读体验。”

展览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接
力出版社和壹勺文化联合主办，延

续至 12月 26日。
据悉，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

市文化馆策展人在朋友圈看到此
次展讯，诚邀此展赴防城港文化馆

交流展出。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