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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手艺今时今日何

以复兴？可否在当代艺术视野下

重新审视中国手艺？“新文化制作

人”项目第一季“手艺再兴”以双展

并行的形式即日起至2023年2月5

日在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二

楼展厅举办。

双展分别是冯立星、吴有策

划的《狂人之丘》，以及左靖、王彦

之策划的《回到未来：穿越时代的

屏障》。《狂人之丘》将展厅锻造成

一个大型通铺，如果用心观摩这

个类似木料加工车间的大型现

场，直观地目击这些“来之不易”

的手艺创作作品，便可体会到“件

件皆辛苦”“锤锤皆辛苦”“针针皆

辛苦”的含义。

展览聚焦了艺术家“日常劳

作”的过程，观察他们如何用“手

艺”将身体与物质世界连接。每一

件作品都是心血，整个创作过程匪

夷所思的烦琐和漫长，“脑洞一开”

是小小起步，创作过程是“愚公移

山”。观众无不惊讶于艺术家的执

念和耐心。

李钢《斯芬克斯》远观像一座

座白色石碑。艺术家收集了日常

的防盗窗废料，并将其封印在石膏

内。防盗窗上的铁锈逐步蔓延出

花纹来；李钢的架上绘画《底色》所

有的颜料是他自制的，他试图统一

起颜料、画面和自己的创作情感。

展厅中最大尺寸的作品是陆

斌《破境》，艺术家从日常生活中收

集了无数个宝塔形式的物件，并

用陶瓷将其复刻出来。随着时间

流逝，这些物件逐步崩塌成为碎

片。观众可以将碎片挑出，在展

厅中圆形基座上搭建，参与新作品

的创作。

倪有鱼自世界各地收集了数

万张老照片，然后分类、重组拼贴，

仿照中国山水构图虚构出《逍遥

游》图景，在这里，摄影成了时间和

空间的片段；邵译农十年如一日般

用油漆让一棵沉睡水底千年的阴

沉木继续“生长”：上漆、打磨、披

麻、挂灰、再上漆……时间、木头、

油漆、双手及劳动合为一体，赋予

朽木以新的年轮。大小错落的、看

起来平淡无奇的创作“成果”都是

来之不易。策展人将其诸多艺术

品形容为“高强度的”“反效率的”。

《回到未来：穿越时代的屏障》

则在文明的更迭导致手艺终究失

落的今天，尝试拾回人与自然联结

共情，摸索手艺背后的造物观念及

精神遗产在当代生产和生活中的

应用。这两组“新文化制作人”立

足中国土壤，通过各自长期的实践

与研究，以独特方式尝试弥合“手

作”和“Making”，及其人文语境在

数字消费时代的缺失，并将之“再

兴”于文化与生活体验中。

“新文化制作人”项目，是由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香奈儿文化

基金于2021年共同发起的两年计

划。该项目旨在为具有文化视野

的探索者、创作者、实践者、坚守

者，提供全方位的展示和表达的舞

台，共同勾勒中国设计的未来面

相，共同挖掘中国建筑的文化内

力。作为“新文化制作人”的第一

季，“手艺再兴”既是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与香奈儿文化基金首个合

作项目，也是双方同举艺术之力应

对全球复杂环境的首次尝试。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体育学院也有表演系？体育学

院表演系还排演了一部话剧？昨天

下午，上海体育学院表演系学生在

著名戏剧导演徐俊的执导下，于校

内的实验剧院里上演了展现首任体

院院长、体育教育家吴蕴瑞的大师

诗剧《吴蕴瑞》——令人耳目一新之

余感叹：体育与文艺，本质上探究的

岂止是人的学问。

时值上海体育学院建校70周

年，吴蕴瑞诞辰130周年。体育教

育家吴蕴瑞也是中国体育理论研究

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体育

高等学府“华东体育学院”（1956年

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首任院

长。一部体院排演的话剧，十分“话

剧”，而不像当下一些其他话剧团队

上演的话剧看起来更像电影——让

多媒体压倒了戏的本身。

《吴蕴瑞》全剧没有任何多媒

体，唯有一幅幅真人画像点缀在三

面墙上。当演区中与之对应的角

色登场时，真人画像亮起，瞬间令

人感觉时空穿越。例如2020级表

演专业的姬云峰与他扮演的中国

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

眉宇之间颇有几分相似。当姬云

峰演绎刘长春在洛杉矶参加1932

年第10届奥运会奔跑的场景时，

他就是在刘长春同样身穿运动背

心的照片下表演这一段的，将其一

心报效祖国但在最后20米被多人

超越仅能位居第四的复杂内心，表

达得淋漓尽致。

这一段与全剧尾声相映照——

此时，一群身穿运动服的年轻人一

个个举起奥运会火炬，激情表达“北

京成为举办奥运会与冬奥会的双奥

之城”的喜悦……这其中过去的八

九十年，包含着多少中国体育人的

努力奋进！

全剧的创意在于让吴蕴瑞“分

身”——有一位64岁一身西装的吴

蕴瑞（胡陈浩饰），还有一位一身长

衫的20岁左右的青年吴蕴瑞（丛子

奇饰）。两人对话，不仅解释了吴蕴

瑞为何义无反顾投身现代体育事业

的心路历程，也推进了全剧情节。

例如，吴蕴瑞父亲得知儿子报考的

不是“物理系”而是“体育系”十分恼

怒，但其理由听起来却合理：“物理

才能救国，体育有什么用？”青年吴

蕴瑞则答，自己自幼体弱被判定“活

不过20岁”，但现在二十出头了，是

因为父亲自小带他慢跑，哪怕跑不

动被路人劝“孩子还小”但父亲依然

坚持，才有如今的健康体魄。还有，

当有学生问老年吴蕴瑞“为何体育，

研究的是人的学问？”他答，足球是

否不仅要个人身体强健，还要彼此

配合协调、事先商议战术、现场随时

调整？这都是与人相处、与对手相

处之道……

值得赞许的还有演区的分割。

因为是黑匣子，因而没有高出观众

席的“舞台”，只有一个被分割成井

字形的演区。观众主要坐在“井”字

前面，因为是现当代剧目，观众与演

员年龄相仿，观赏中忽而有演员从

“井”字周围冒出来，进入演区，颇有

惊喜与意外。当展现参加第11届

柏林奥运会之际，撑杆跳运动员符

保卢等三位愤慨于无法在运动场

上报效祖国，回国后直接参军上战

场，战死沙场的过程，就体现出他

们在井字形演区里埋伏、扔炸弹等

多重场景。最终，他们身着军装，

在红色灯光下牺牲的场面赢得观

众的致敬。

当走出实验剧场，看到满目苍

翠的上体院，有学生在蓝天阳光下

打篮球、踢足球，耳边始终回响有点

过分吴蕴瑞这位文体兼长的大师的

理念：体育，强人，强国！

本报记者 朱光

体育与文艺，研究的岂止于人？
——看上海体育学院排演的大师诗剧《吴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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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手艺”被当代艺术看见
“新文化制作人”第一季“手艺再兴”双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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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金石齐寿——童

衍方金石书画展”昨天在朵云轩开幕。展出的

150余件展品中涵盖了书画作品、篆刻、成扇、

金石拓片题记、文房雅玩等。

童衍方是书法家、篆刻家、金石学家，现为

西泠印社副社长，师从唐云、来楚生，于金石文

化艺术研究尤为深入。展品中除了他的作品之

外，还有清代金石书画家陈曼生、若瓢和尚、吴

昌硕的作品，均为他的珍藏。展出的一些拓片

也都是经过童衍方加题之物，其跋文内容多切

合金石传拓主题，是对金石拓本主题范畴的考

证及历史信息梳理研究后的成果。“若仅仅藏有

拓片与作品，那么这些珍玩与收藏者本身并无

关系，有了加题，就有了收藏者对于作品的诠释

和互动，让静态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内容。我的创作就是收藏、鉴赏

与创作的结合。”童衍方告诉记者。

童衍方收藏有十几件吴昌硕的书画、金石和旧藏的拓本，包括吴

昌硕一方“苦铁”的自用印、吴昌硕旧藏大盂鼎拓本、吴昌硕题三老碑

等。而引领他走上吴昌硕作品收藏的正是其恩师唐云。“保存金石，

研究印学”的宗旨，始终铭记在童衍方心中。近十多年间，他策划

了金石永年、清代民国金石全形拓及金石拓本题跋展览、金石齐

寿、石鼓墨影、大唐气象、徐三庚、张廷济等主题特展，并展开相应

的学术研究活动。金石家素以书画俱佳，比如赵之谦、吴昌硕、齐

白石、潘天寿，皆如是。童衍方认为，金石家的书画非常有特点，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外，有金石的泼墨之气，有当下的时代所需要的

力度。“金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石就是碑帖，金石、书法、绘画三位一

体，互动，又互为补充。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画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喜

欢呢，因为他们雄强有力，内涵质朴，耐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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