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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钢笔画家汪伟民创作的30米

《上海滨江长卷》正在上汽 ·上海文

化广场的“画上海——漫画中的上

海风情画展”上展出。昨天，他与法

国策展人王佑安一同现身展览，接

待了20位怀抱着绘画梦想的小小参

观者。王佑安为小朋友们进行了详

细而生动的导览（见右图），汪伟民

则在自己的长卷前，指导孩子们临

摹滨江建筑。

热爱中国漫画和中国文化的王

佑安，对上海的前世今生以及漫画

名家的轶事都如数家珍，此次他精

选了中外18位漫画家和4位收藏家

的近600件作品，以不同视角俯瞰这

座城市的时代变迁，讲述漫画与上

海密不可分的关系。栩栩如生的讲

解，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帮

他们看懂了大师画作的奥妙。

参观完毕，这群喜爱绘画的孩

子已经跃跃欲试，他们迫不及待地

接过汪伟民递来的画板，开始临摹

《上海滨江长卷》。现场展示的是12

米长的缩印版，但对12岁的唐诗颖

来说，已经是“非常震撼”。她选择

临摹长卷中的卢浦大桥，因为家住

浦东的她前来观展的路上，刚刚路

过了这座桥。刚画下几道弧线，唐

诗颖就发现了不对——桥身太长画

不下了，汪伟民见状立刻上前，一边

手把手展示打草稿的过程，一边说：

“要先确定画面的整体结构比例，再

考虑透视关系，这样才不会画到一

半发现画面不够大了。”8岁的王菡

也是个“绘画迷”，王菡妈妈说，她一

画起画来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别

人找她说话也听不见。平时，她就

爱临摹漫画、连环画上的人物，不过

对于建筑却甚少涉猎，这次有画家

现场指导，王菡也非常激动，手上的

笔一刻不停，一分钟也不想浪费。

在近几年全身心投入创作前，

汪伟民曾在多所高校教书。这一

次，他又“重操旧业”，但面对的是更

小的孩子。他说：“‘双减’之后，喜

欢美术的孩子都有更多时间去看画

展、参加绘画活动了。不过光自己

看，进步有限，有策展人讲，有画家

来教，学到的会更多。”汪伟民透露，

他计划在创作之余多分一些时间给

孩子们，培养他们对海派钢笔书法、

钢笔绘画的兴趣。“孩子是我们的未

来，未来的‘大师’就在这些孩子中

间。即便不能成为大师，只要越来

越多的孩子喜欢海派钢笔画，就会

有更多人来办画展、做文创，让海派

钢笔画艺术更加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带킡엳폑쇙쒡
《卷몣뇵붭뎤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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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马岩松携新书和读者交流

让新空间带有温情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建筑

师马岩松日前携最新作品集

《MAD 狂想曲》来上海 UCCA

Edge美术馆报告厅和读者见面，他

表示：“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记忆和

生命之延续，让新空间带有温情。”

《MAD狂想曲》收录了事务

所自2004年成立至今的23个建

筑代表作，分布在18个国家地

区，覆盖公共文化建筑、城市综合

体、住宅及艺术作品等类型，以手

稿、模型、图纸、设计文本、图片等

形式展现了这些建筑的诞生过

程。从MAD首个海外建成作品

“梦露大厦”到对工业化现代主义

城市天际线提出质疑的“朝阳公园

广场”，从将传统日本私宅改造

为国际幼儿园的“四叶

草之家”到巴黎混

合 居 住 住

宅项目——UNIC，以及嘉兴火车

站、海口文化地标云洞图书馆……

大部分项目落成后，成为了远方

的观众前来打卡的目的地。

马岩松在讲座中提到了两

个经典项目。一个是洛杉矶新

文化地标——“卢卡斯叙事艺术

博物馆”。这是《星球大战》之父

乔治 ·卢卡斯创建的世界级博物

馆。“当星球大战的缔造者要为年

轻人献上一座博物馆，我压抑不

住自己的好奇心想要去了解他的

宇宙，而好奇心则来自对未知的

敬畏。”马岩松说。

另一个项目则是“森林中的

火车站”——去年6月25日启用

的嘉兴火车站。站体设计为地面

一层、地下多层，是中国首个全下

沉式火车站。1921年8月3日，参

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沿着沪杭铁

路到达嘉兴火车站，继而登上游

船来到南湖完成了中共一大会议，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针对

要在建筑中“看到中国未来的美

好，看到美好中国的未来”的项目

愿景，设计团队在嘉兴重新思考及

定义空间模式，让建筑成为具有交

通功能、自然生态、文化生活的城

市公共空间，使市民乐意在这里停

留、相遇，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

马岩松团队决定1:1复建老

站房，他们邀请了古建专家、学

者、顾问合力对大量历史影像资料

及《嘉兴市志》中残存线索进行分

析和数字复原，并在新站台上重现

忠于车站站台历史面貌的雨棚、天

桥，为了向历史致敬，也让市民有

机会感受城市历史的厚度。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小时候，我生活在武康路安福

路，那边的梧桐树伴着我成长，漫步其

间，我总是忍不住想歌唱。这些梧桐

树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以致后来我在

法国留学时看到了梧桐树，也仿佛回

到了故乡一般。”昨天，出生在上海的

女高音歌唱家黄英说，“3月5日，我在

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上，也会把一首

《梧桐树》唱给大家听。”

很多人知道黄英是因为她在1995

年主演了一部歌剧电影《蝴蝶夫人》。

这些年，她活跃于海内外顶尖舞台、主

演众多歌剧的同时，也力求让更多中国

作品传唱全球、发扬光大，比如她曾在

维也纳音乐节上成功塑造了歌剧《牡丹

亭》中的杜丽娘，受到歌剧界瞩目。

“很多好莱坞明星都渴望站上百

老汇的舞台，因为拍电影是为了生活，

而舞台才是演员们的初心，所以我总

会定期举行音乐会，在舞台上不断锤

炼自己。”黄英说。3月5日，黄英将携

手钢琴家薛颖佳，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举行独唱音乐会，以“爱”为主题，精

心挑选近20首东西方艺术歌曲以及歌

剧经典选段，从巴洛克到古典、从歌剧

到艺术歌曲、从西方到东方……将“爱

的喜悦”通过动人的歌声传递给每一

位听众。

在黄英看来，想成为真正的歌唱

家，不是光有好的嗓音条件就够了，

“除了热爱这门歌唱艺术之外，还要付

出很多，要静下心来花时间、精力、金

钱，去不断学习完善,这就是所谓的泡

在文化里。”黄英说，“演唱意大利语、

德语、法语，肯定要实际在那边生活体

验，了解他的思维、文化、艺术、历史，才能

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语感。比如我在意大利

时，就喜欢和老太太聊天，练习意大利语。”

有时候，黄英也会在画面上找找音乐灵感，“作为一个艺术

家，要吸取各种艺术的精华，吃百家饭。我有机会就去巴黎的卢

浮宫、奥赛美术馆看看。艺术是相通的，画面和音乐是可以互相

启迪的，比如法国作曲家弗瑞、德彪西的作品，可以说每一首歌都

是一幅印象派的画，有时候我听到《月光》这首歌，就会想到在朦

胧的月光中，人们边唱歌边起舞和饮酒的画面。”

唱西方的歌剧，黄英的脑子里浮现的是油画，而唱中国的艺

术歌曲，她脑海里浮现的便是中国的山水画。“有的旋律一出来，就

像走进了苏州园林，有水声潺潺，有鸟语花香……”这次，黄英也在

音乐会上安排了几首中文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在水一方》《梧桐

树》，尤其是一首《梧桐树》，唱不尽她对故乡上海的眷恋。

尽管20多年来黄英在世界各地学习演出，但在朋友眼中，黄

英依然是那个在安福路长大的纯真小囡。她喜欢说上海话，“前

段时间，我看了电影《爱情神话》之后，还被邀请用上海话参加了

一档节目，挺好玩的。”她也曾站上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的舞

台，用乡音和观众们打招呼。黄英说：“走遍世界各地，我最眷恋

的依旧是家乡上海，因为我也是在石库门长大的，最喜欢的就是

漫步在梧桐树下，现在我每次走过安福路的梧桐树下，还是会忍

不住唱起来。”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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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火车站

奥观建筑视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