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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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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作为一个外来

画种，水彩传入中国后首先在上海萌芽与

发展，从土山湾画馆的建立到新型美术学

校的成立，上海一直是水彩艺术在中国推

广传播的沃土。近日，“美丽上海”海派水

彩创作人才培养工作室成果展在敬华艺术

空间（铜仁路92号）举办，一批名家带领青

年学子用优雅的水彩语言塑造“美丽上海”

的城市形象。

据了解，东华大学“美丽上海”海派水彩

创作人才培养项目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挖掘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底蕴，探索

海派艺术与创意人才培养新范式，探索与其

他艺术结合的可能。“美丽上海”海派水彩人

才培养大师工作室自2020年申报之前，就筹

措师资服务海派水彩人才的培养，水彩教学

课程注重创新，倡导创作与理论并重。

在展览举办时，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

计学院副院长冯信群、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王远、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阿忠、

东华大学教授刘晓东等艺术名家探讨了海派

水彩艺术的发展和趋势。专家们认为，上世

纪初，代表东方的“水”和代表西方的“色”在

这里交汇、融合、发展，为城市点染出丰富的

色彩。水彩是上海绘画的一个侧面，或者说

是上海的一个艺术脸面，很多画画的人都率

先接触水彩，这是一种代表了城市形象的画

种。在将近百件展览作品中，上海吐故纳新、

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在水彩笔下发挥得淋漓

尽致。

冯信群说，以水彩为媒介讲述上海的城

市故事在今天有特别的意味。上海这座城市

有很多的细节与肌理彰显着海派文化的特

质，有着讲述不完的故事。“一座建筑门头看

似平常，但当你花

几个小时描绘它

的时候，会感受到

城市细节中的精

致。”展览策展人

杨建勇观察后发

现，上海的性格和

水彩有点像，上海

人比较随性，富有

情趣，这是水彩画

的亮点，一笔飞白

留下的水痕，或者无意的水迹塑造，都是海派

水彩的罗曼蒂克情调。日新月异的城市是水

彩画发力的良机，它可以塑造出一个更有诗

意的美丽上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阿

忠分析，水彩写生围绕城市街景来描绘城市

特色，这个载体选择得好，因为水彩太浪漫

了，和这座城市很匹配，拿起水彩来画“美丽

上海”会有更多人参与。

展览由上海市文教结合人才工作室，上

海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东

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联合主办。展览

持续到2022年1月9日。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日前，一部生态
人文纪录片《太湖之恋》在东方卫视播出后，拿下了全国省
级卫视十点档收视率排名第二的成绩。三集的篇幅实在
诉不尽太湖流域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人
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在镜头之外，纪录片的编导们
徜徉太湖之畔，望着绿水青山，伴着鱼米之香……太湖那
么多的美，让每个走近她的人都流连忘返。

东华大学在敬华艺术空间举办成果展

海派水彩绘出“美丽上海”

■ 冯信群《古镇》

湖让人心安
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见到了守护太湖的人，也见到了那些

因太湖而改变的人。

纪录片《太湖之恋》的拍摄周期近两年，两年来，编导董洁心

和摄制组几乎走遍了太湖沿岸400多公里的水岸线，看过了湖畔

的许多风光，认识了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了解了太湖的前尘往

事。在湖州，他们见到了太湖岸边土生土长的渔民姚国庆。“姚国

庆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符合我心目中渔民的形象，朴实木讷，神

态腼腆，瘦瘦黑黑六十多岁的小老头，提着一大缸子茶叶茶，一口

湖州当地方言。”董洁心记得姚国庆指着不远处的月亮酒店说：

“那里是我们以前停船的地方……”

太湖岸线综合治理工程启动之后，姚国庆和太湖岸边许多世

居的渔民，一同经历了居住地的搬迁、职业的转型乃至整个人生

的转折。搬迁之前，姚国庆住在船上，船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

他们的家。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太湖水质澄澈、鱼虾丰美，在太湖

上捕鱼为生虽然辛苦，但收入并不低。“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银

鱼卖到日本、中国台湾，价格要四五十元一斤。”上世纪90年代的

一段时期，太湖水质恶化，对渔民来说，那是一段焦虑但又无力的

日子。2007年，湖州启动太湖岸线综合治理工程之后，姚国庆很

快就响应了整体搬迁的号召，放弃了以船为家的生活，住到了岸

上的居民小区。如今，姚国庆的工作是照料太湖上的老式风帆渔

船，这些船不再捕鱼，成为供游客欣赏的景观。“一个月3000元左

右，感觉蛮舒服的，生活还算充实。”

摄制组还遇到了苏州光福镇渔港村的蒋兆仁，他的转型之路

比姚国庆还要更早一点。1986年，原本也是渔民的他在村子里开

了一家小面店。当时，他的面店傍晚开门，凌晨关店，为的是能让

凌晨捕鱼回家的乡邻们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如今，蒋兆仁的面

店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外地赶来的吃客络绎不绝。董洁

心说：“对于太湖边上世代居住的人们来说，血脉中被这太湖水烙

印下的柔韧和坚强，将在这转变之际给他们以力量，支撑着他们

闯出一方新的天地。传承并非因循守旧，并非固步自封，人们代

代相传的是亘古不变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本报记者 吴翔

人让湖水美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水下有红菱

哪，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果香绕湖

飞……”40多年前，一首脍炙人口的《太湖美》传遍中国，太湖也

成了几代人心目中江南之美的代表。从地图上看，太湖的形状

宛如一颗心脏，如毛细血管般发达的水系四通八达，串联起江

南村镇。可以说太湖孕育了江南文明，太湖塑造了江南，太湖

是江南之心。

这么多年，太湖的水美，其实是背后太湖人的默默坚守。

编导刘玮带着摄制组专门去了无锡杨湾藻水分离站拍摄，那里

集中处理各个打捞点打捞上来的藻浆。“蓝藻的味道是非常难

闻的，在室外还好，在室内戴了口罩都让人难以忍受。”刘玮说，

“我们拍摄的时候天气非常热，站内藻浆池的温度估计有40多

度，简直就是一个冒着热气的巨大粪坑，热度加上气味，直接能

把人熏倒。我们尚且如此，那些长年累月坚持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他们的辛苦是难以想象的。”

在那里，摄制组还遇到了中科院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的站

长秦伯强，他把一辈子的工作都放在了太湖上，在他的带领下，

科研人员以湖为家、潜心研究20多年，提出了很多良方，使太湖

治污由粗放转向精准。太湖逐渐转危为安，秦伯强却为此付出

了健康代价。2008年，他下台阶时不小心踩空，摔断了左腿，从

此拐杖不离身。当摄制组提出，需要拍摄他拄着拐杖在湖畔边

走边看，思索太湖的治理之道时，尽管腿脚不方便，秦伯强仍配

合剧组完成了拍摄，他说，他本来就经常会这样散步巡视湖边

的科研设备，如今快要退休了，但太湖环境的治理工作仍让他

十分牵挂，生怕对不起后人。

正是很多像秦伯强这样的太湖人，他们的坚守换来了湖水

安澜，百姓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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