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文学馆”明年开放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进入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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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记者今天从上

海市文旅局获悉，在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举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期

间，集中举办了 302 场艺术活动，参与交易
主体 420 余家，累计交易艺术品货值达108

亿元。
艺博会联动进博会，交易、规模突破新高

度。本届交易月首次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设立文物艺术品板块。三大艺博会合
计参展机构 280余家，呈现展品 6000多件，

货值达 108亿元人民币，成交意向超 25亿元
人民币。其中，于今年进博会首设的文物艺术

品板块从开幕伊始就受到各方关注，成为本

届进博会的新亮点和增长点，首次参加进博
会的佳士得、苏富比、富艺斯、大田秀则、合旎

等 9家境外展商的 41件文物艺术品达成购
买意向，总货值达 7.6亿元人民币，成为国际

文物艺术品的“入海口”。
本届交易月首次推出“海上风华”美术

季。美术季 11月期间，全市美术馆共举办 132

项展览，其中新展 55项，举办公教活动 164

项，参观人数近 37万人次，比今年月均参观

人次增加约 10万。中华艺术宫的“第十一届
上海美术大展”、刘海粟美术馆的“新 ·青

年———第十六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西岸美

术馆的“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
证”、上海静安尤伦斯美术馆的“成为安迪 ·沃

霍尔”等展览立足不同的文化研究视角，展现
丰富多元的艺术生态活力。除了打造优质展

览外，上海各美术馆还组织了一系列面向公
众的美育活动。“馆长带你看美展”系列活动

已举办 13期线下导览、4场线上导览，在线观

众约 17万人次。
此外，本届交易月首次实施“艺术上海”

计划，并发布了首个子品牌“艺术酒店”，上海
金茂君悦大酒店、和平饭店等 6家酒店获得

“上海市艺术酒店”称号。艺术美育带动了艺

术收藏的热情。交易月期间，上海共举办文物
艺术品拍卖会 118场，9368 件拍品上拍，总

成交额超过 7 亿元。首次将秋拍定档于 11

月的上海嘉禾秋拍成交额 3.2 亿元，这是交

易月首次实现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全环节
落地，弥补前两届交易月中重磅拍卖活动缺

失。此外，国内顶尖拍卖企业开始布局沪上，

在交易月期间完成上海首拍。全国排名前五
的广州华艺国际落户上海，首拍成交额 6042

万元。全球拍卖活动的排片表已逐渐向
“上海时间”转移。

艺术品交易月货值108亿元
联动进博会 规模破新高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给小孩写

大文学”是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名

言，也几乎是每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都
铭记的金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

中国连续运作时间最长、获奖作家最多
的文学奖项之一，今年是该奖创立第

40年。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宝山区人民政府

将与市新闻出版局、朵云书院等共同携

手，先后组织开展 10项系列活动，进一
步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用心

感受“温暖”。
本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将于

明天揭晓，此次推荐书目中，不少以民

间非遗为创作主题，比如绘本《泥叫叫》

讲述了呼唤光明、礼赞团结的故事，鼓
励中国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在当代孩子

心中生根发芽。绘本《大流行》则让读者
从书中感受到“隔离和善良互助赢得了

胜利”的希望之光，安抚疫情之下焦虑
的心情。“中国的儿童需要具有本土风

格的童书。从此次参选作品来看，鲜明

的各自土地的风格，正融入更多童书作
家和插画家笔下，图文合奏愈发默契，

传递着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作家、评
委之一张弘说。

12月 8日当天外滩大屏幕也将为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点亮，地铁 3号

线还将开启一列“陈伯吹”品牌专列，公

交 51路和 911路的车身上，将布置上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作品，

成为城市里一道流动的温暖风景线。
此外，以“阅读体验+文献展示”为

一体的陈伯吹儿童文学馆计划于 2022

年对外开放。陈伯吹儿童文学馆位于宝

山区罗店镇美兰湖大道，馆内设有陈伯

吹文献手稿展示区、陈伯吹主题图书展
示区、全球儿童文学阅读区、亲子绘本

阅读区等。同时，还设有 100个座席的
多功能活动空间，未来可定期举办“儿

童文学阅读会”“儿童故事会”，开办“儿
童文学创作培训班”等。

    正在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举行的年

度大展“波斯之魅———伊朗细密画艺术
展”，汇集了伊朗马利克国家博物馆、伊

朗四十柱皇宫、伊朗礼萨 ·阿巴斯细密
画博物馆和伊朗伊斯法罕现代艺术馆

的诸多珍品，许多展品首次走出伊朗亮
相，为世人揭开了作为联合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波斯细密画的神秘面纱。

细密画，即用特别细的画笔绘制的
画作，笔触细腻工整、色泽鲜艳堂皇，整

幅画面以明快强烈的色彩为特色。细密
画始于《古兰经》的边饰图案。它是在

13 至 17 世纪流行于波斯文化影响范
围之内的一种用来装饰书籍的精致小

型绘画。在中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和波
斯伊斯兰教哈里发宫廷中，细密画被视

为珍品而互相赠送、收藏和玩赏。因而

也有人认为，细密画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艺术。而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作的
《列王纪》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波斯文

学作品将波斯细密画推向创作的高潮。
保存下来的波斯细密画大都是波

斯和印度的寓言、传说以及帝王、英雄
传记的插图和封面装饰，较少涉及宗教

内容。本次展览共分为四章，包括“皇朝

掠影”“王书传说”“采风问俗”和“诗情
画意”，既有以皇室生活为主题的作品，

也有展现民间民俗风情的精美细密画，
将跨越数千年历史的伊斯兰艺术瑰宝

细密画展现在观众眼前。

阿夫扎尔 ·侯赛尼是萨法维时期著
名细密画艺术家，师从细密画大师礼

萨 ·阿巴斯。此次展出的《恋人》是他创
作的一幅代表性作品，画中的焦点是一

对情侣，而装饰背景则被金色的树叶遮

住。这位女子在恋人的手臂上留下了爱
情的“烧伤痕迹”，在萨法维王朝时期，

这是情人之间真诚和忠诚的标志。

礼萨 ·阿巴斯是萨法维王朝后期伊
斯法罕学派的重要波斯细密画艺术家，

被认为是波斯细密画的最后一位大师，
其创作的以年轻人为主要主题的壁画

或单幅画尤为著名。此次展览中《阅读
的青年》正是阿巴斯的作品。

此外，还有来自伊朗马利克国家博
物馆 18世纪珍藏的细密画作品、伊朗

四十柱皇宫部分金碧辉煌的壁画，以伊

朗伟大细密画艺术家礼萨 ·阿巴斯命名
的细密画博物馆的典藏作品（部分独家

授权高清复制）等也是首次与中国的观
众见面。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这些天，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

热播，“两个人”在上海奋斗的故事，也

勾起一群人在上海奋斗的梦。昨天，在

这部剧收官之际，主演郭京飞等主创
和观众聚在一起，各自分享着在上海

这些年追梦的旅程。

上海市公安局轨交总队人民广场

派出所民警罗华是一名新上海人。看
了《两个人的世界》后，想起了他初来

上海时，听不懂上海话的苦恼。“开会，
领导叫我做会议记录，会上全程普通

话和上海话夹杂，幸好做了录音，事后
在同事的帮助下也顺利完成了这个会

议记录。”罗华说，“还有一次出警 110，

两个爷叔发生了点口角，说的都是上
海话，也不知道怎么劝。”罗华和爱人

一起在郊区租过房，上班路上要一个
半小时，也经历过一年三次搬家……

“经过几年打拼，我们在上海有了自己
的小家，有了女儿。只要心存梦想、脚

踏实地，在上海可以体会到满满的归

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是 2003 年从英国留学回来

的，我也是上海张江集团第一个海归。
我先生在交大念书，我们在上海安家，

上海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认为自己就
是上海人。”“云部落”的创始人唐溯

说，“当年，我有很多同学留在了香港、
欧洲，经过了那么多年，大家都很羡慕

我，觉得我在上海有不断上升的空
间。”

“我是演员，也是一个新上海人。我来上海已经 20年

了，是 2000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对上海的感情非常
非常深。”郭京飞说，“我从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到话剧中心，

我们的领导与我非亲非故，看了我演的一个跑龙套的戏，就
把我招进了话剧中心，还演了男一号。领导跟我说，上海是

这样的，是给有能力的人机会的。”郭京飞希望通过这部剧

能够让全国的观众真正了解上海，他说：“因为我很清楚上
海，上海是让人非常有安全感、守规则的城市。”

和郭京飞一样，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也是

2000年来到上海的。从他专业的角度来看，《两个人的世
界》把整个上海的各个阶层串联起来，通过职场的两个人

物，从普通劳动者到白领、老板。“这是一部不回避这批新上
海人在上海的酸甜苦辣、起起伏伏的一部有现实主义厚度

的好剧。”刘海波说，“上海这座城市不是抽象的，主要是活
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我们谈上海，不仅仅是弄堂里的上海，

也有写字楼里的上海，更有打拼的上海。”

本报记者 吴翔

“波斯之魅”揭开神秘面纱
伊朗细密画艺术展上多件展品首次“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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