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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罕见集结
本次展览分“少时弄笔”“池沼江海”

“宣和新裁”“壮心不已”“截玉高华”五个部

分。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共计

150余件展品。展览一方面是精品的罕见

集结与部分公私藏品的首次露面，另一方

面是对比型的学术展陈。此次展出的许多

作品是首次在上海公开露面，如吉林省博

物院藏品谢稚柳《江乡晴雪图》、陈佩秋《墨

笔牡丹蛱蝶图》，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

司藏品谢稚柳《荷花》《红叶银雉》等。有些

作品更是难得一见。如画院所藏谢稚柳巨

幅山水立轴、陈佩秋早年经典的花鸟创作

等。此外，还有谢稚柳《南无观世音菩萨》

《松鹰图》《深竹栖禽》《教学稿十三页》，陈

佩秋《花鸟四条屏》《三花图》《拟张大千泼

墨青绿山水》《黄橙经雨》等等。

谢稚柳的学术与艺术多样而丰富，他

在山水、花鸟、人物画，在书法、鉴定、诗词

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遽常曾评价“谢

稚柳是一本大书”。他不仅在中国古书画

鉴定、中国绘画史嬗变等重大课题上作出

了巨大贡献，同时研究中国画传承这一课

题，反哺了自己的创作。陈佩秋巾帼不让

须眉，她早年遍临宋元绘画经典，进入画院

后，在取法宋元基础上积极融入现实，写生

造境。晚年的陈佩秋更致力于高古绘画的

赏鉴，在学术上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而可

贵的观点与意见。

学术角度切入
此次展陈特别注重二人艺术风格的比

较。在“宣和新裁”单元，能够清晰地看到，

谢稚柳、陈佩秋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的花鸟画风十分相近，甚至他们有时使

用同一份画稿。如上海中国画院所藏陈佩

秋《黄春海棠》、吉林省博物院所藏谢稚柳

《梨花栖禽》与另一件陈佩秋《独照红妆》同

出一稿。上海中国画院藏陈佩秋《蜀葵泳

鸭》与吉林省博物院藏谢稚柳《秋岸野鹜

图》在构图上和鸭子的造型上都十分相

像。而在山水作品上则展现了谢稚柳与陈

佩秋的不同，谢稚柳宗法北宋，陈佩秋则更

倾向南宋。“壮心不已”与“截玉高华”两个

单元反映了二人各自的独特面貌。“壮心不

已”突出展示了谢稚柳实践南唐徐熙画法

而创落墨画格，“截玉高华”反映的则是陈

佩秋利用中西合璧的探索方式，最终形成

积墨积彩的艺术面貌。

画家、艺术评论人汤哲明认为，本次展

览是迄今为止研究谢稚柳、陈佩秋学术与

艺术最为完整深入、规模最大的学术展览，

回顾分析了谢陈二老的艺术历程，厘定了

他们各自艺术发展的阶段并说明了成因，

阐明了二老学术与艺术之间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的关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展览

以大量合作与关联的作品生动地展示并说

明了谢陈二老艺术和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与促进关系，充分而完整地展现了文博界、

艺术界“当代赵管”的学术与艺术成就。

展览将持续至明年2月14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本报讯 （记者 徐

翌晟）为期三天的第九

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昨天

落下帷幕。本届童书展共吸引了

17个国家和地区的63个参展团体、

192家参展企业，带来中外最新童书超过

3万种。展期举办各类专业交流、新书发布、

阅读推广、在线直播等活动共计70场，童书展

小程序、直播活动及线上话题参与和曝光量

突破600万。

本届上海童书展规模虽有所缩小，但同

样精彩纷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少年儿童出

版社现场展示70年来发展成果，其中《有故事

的中国古建筑系列图画书》一书，由陈斯洛、

《鉴赏课》团队与山西华旅文化合作，两年多来

实地走访、拍摄、设计、思考，融合趣味性、专业

性、知识性，把五座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木

构建筑背后的故事一一为读者道来。“童书云

盛典”与“城市联动”项目打破场地的局限，将

展会盛况通过线上线下传递给更多读者。44

场直播活动突破300万人次观看。

上海童书展致力于全球童书出版文化全

产业链发展方向。在首日举行的2022年

1—10月的少儿图书市场趋势发布会上，北京

开卷信息常务副总裁杨雷表示，童书市场正

从增量市场转变为存量市场，短视频电商销

售渠道异军突起，占据了46.67%的比例，高过

实体店（12.95%）、平台电商（21.56%）以及垂

直和其他电商（33.67%）。

扶持新人新作、推动中国童书原创力，是

上海童书展不变的使命。复古与先锋交融的

艺术质感在浓郁的墨绿色展厅中尽显魅力，

衬托出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作品蓬勃

的生命力，大赛作品展吸引了大量插画爱好

者与大小朋友的眼球。

作为上海童书展年度公益品牌活动，

“CCBF新 ·梦想国际小小插画家大赛暨中外

少儿文化交流活动”通过“阅读+绘画”把世界

各地的孩子们连接在一起。本次小插画家展

区打造了集两届大赛优秀作品、大咖心选绘

本、推荐书单、少儿文创、光影教室、游戏互

动、数字金融等于一体的展示空间。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社长刘凯军说：“展

场里小读者们拥抱阅读的情景让人感动。”

阅读与童年在一起

上海童书展落下帷幕

弄堂深处，石库门里传出咿

咿呀呀的练唱声和此起彼伏的叫

好声。正是上海最冷的阴雨天

气，今潮8弄文化弄堂演艺新空

间“有戏堂”里却是一片热火朝

天，昨日，瑜音社京剧小科班首次

“开放日”活动在此举行。

灯架上的所有的灯齐齐亮

起，把舞台照得雪亮。台侧的帘

幕后面，孩子们穿着统一的练功

服，严阵以待，主持人问道：“你们

准备好了吗？”，帘幕后响起整齐

清脆的回答——“准备好了”。聚

光灯下，他们闪亮登场。

踢腿、下腰、拿顶，各种身段

组合，不到一年的时间，孩子们有

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醉花

阴”“朝天子”“点绛唇”“一江

风”……以曲牌命名的班级逐个

登场。小学员展示下腰，小小人

儿已能用手捉到脚踝，有的稍许

吃力，在赢得鼓励掌声后，深吸一

口气屏住呼吸最终成功。跑圆场

时小学员们迈着小碎步，跟着老

师打板的节奏，舞台上呈现一条

游龙。校长王珮瑜站在舞台一角

督场，看见有略略懈怠者，就喊

道：“用力”，于是舞台上的腿便踢

得更高了。把子功的表演将气氛

推向高潮，比手中大刀长不了多

少的孩子，舞起刀来竟也显出几

分气魄。

首期学员邬瑷妃凭借《红娘》

中的一段表演获得了2022年上

海少儿戏剧“小白玉兰”称号。瑷

妃的志向可远不止此，“我想有一

天能够站在台上和瑜老板一起唱

《四郎探母》，我要演公主。”自四

五岁起就在小荧星学习，去年考入小科班，瑷妃自我

规划清晰，“我可不是学着玩玩的，我想以后考戏校，

我喜欢李胜素，我也要像她一样演贵妃。”瑷妃对京

剧的爱起源于一次听昆曲的经历，2018年，妈妈带

她看了张军的昆曲音乐会，她被好听的唱腔和舞台

上“布灵布灵”的服饰迷了眼，从此戏曲便在小小的

心灵播下了种子。

有人说，戏曲式微，或许从大环境看确实如此；

但事在人为，京剧“小科班”的存在，就是为了挖掘更

多如同瑷妃这样会对京剧“一眼万年”的孩子。

昨日，王珮瑜在台上道出了一个心愿：“希望在

未来五年里，小科班能培养500个具有京剧表演才

能的孩子，为专业的戏曲院校做好人才储备。”同时，

她也向戏校同行喊话：“到时候你们就从小科班招孩

子好了，我们无缝衔接！”对于京剧，王珮瑜始终有信

心：“只要我们为小朋友们推开了一扇窗，孩子们自

己便会亮起来，带着好奇和欣喜，也带着爱与热望。

每个孩子都应该站在聚光灯下，绽放最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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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艺术伉俪“和而不同”的风采

“当代赵管”学术艺术大展举办

■ 谢稚柳《秋岸野鹜图》 ■ 陈佩秋《蜀葵泳鸭》■ 谢稚柳与陈佩秋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壮心高华——
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日前在程十发
美术馆开幕，这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谢稚
柳、陈佩秋艺术大展。

谢稚柳与陈佩秋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著
名的艺术伉俪，是上海中国画院德艺双馨的
画师代表，两位先生以卓越的艺术与学术成
就被誉为“当代赵管”。今年恰逢陈佩秋百年
诞辰，上海中国画院策划谢稚柳、陈佩秋学术
艺术大展，希望让世人深入认识他们在近现
代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