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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本报讯（记者 吴翔）大型话
剧《英雄儿女》今年共计两轮演

出，近万名观众走入剧场，从7岁

小观众到9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老战士，口口相传英雄的红色

故事，拉紧几代人之间的情感纽

带，传承了中华儿女的红色精神。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

心下，《英雄儿女》由上海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

作局指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

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

念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联合出品。编剧喻荣军在创作

前期采风时探访了几位志愿军

老战士，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汲取

到灵感，写下了《英雄儿女》的开

场——在冰雪战场用雪“暖”脚。

导演胡宗琪则将这个令人震惊的

事实，通过两位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一段普通对话的形式表现了

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反差的

开场让志愿军老战士们演出伊始

便陷入了回忆，边看边想起当年

战乱纷飞里那一次次日常的极限

突破，也让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

直观地看到了革命先辈的不易。

成年人感受共鸣，青少年难

掩热血。周同学在观后留言中写

下了对英雄的敬仰：“课本上的文

字构建了我对抗美援朝的认知框

架，文艺作品拓宽了我对这段历

史认知的维度，话剧的现场感让

我感受到了以往没有的温度，炮

火的炙热、演员的嘶吼，这种近

距离的、人对人的传递更丰满了

我心里对抗美援朝和英雄的完

整性。”“让我们向志愿军烈士、志

愿军老战士致敬！”“英雄城市，英

雄人民！期待新时代新精彩。”等

成为年轻网民看完该剧后的主要

观点。

巴黎圣母院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

法国的辉煌历史与浪漫艺术，一场大火中倒

塌的尖塔仿佛是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一道伤

疤，如今，巴黎圣母院在上海外滩18号久事

艺术空间“修复”。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观众

将走进一场穿越历史、跨越时空的文明至美

邂逅，领略巴黎圣母院850年来的文明荣光

和新生之路。由欧莱雅集团独家赞助，巴黎

圣母院公共修复机构和法国科技公司

Histovery联合策划的巴黎圣母院全球首个增

强现实感沉浸式展览，开启了亚洲首展，并免

费向公众开放。

展览以2019年圣母院的意外失火拉开

序幕，带领观众“亲历”巴黎圣母院数个世纪

的峥嵘变迁和历史故事。展览技术开发方

——法国科技公司Histovery借由精细入微的

3D建模技术，全方位还原了大教堂的辉煌荣

光，也向世人展现了科技给未来之美带来的

无限想象空间。

走进“数字孪生”的圣母院，观众通过视

频解说、全景观览、互动游戏等11种交互方

式，沉浸式地探索21个重大历史瞬间、建筑

工艺细节和兴建修缮场景，沉浸于大教堂震

撼世界的文明之美，还能身临其境地步入今

天的修缮工地现场，与专家和工匠“面对面”，

感受他们的热忱和匠心，探索精湛绝伦的修

缮技术，共同唤醒圣母院新生后的景象。为

了确保还原圣母院的历史样貌，展览共历经

两年的雕琢，邀请了8名艺术史、历史学、神

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科学委员会，进行了超

过30次探讨论证，并广泛咨询了对大教堂不

同历史时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Histovery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布鲁诺 · 德

萨 ·莫雷拉认为观众会被

“让历史建筑重获新生”

的创新科技深深吸引，

“增强现实感展览的成功

秘诀在于：能够通过交互

体验，给予观众充分的自

由，根据自己的方法、节

奏、喜好，来定制专属自己

的巴黎圣母院探索之旅；

同时，科技不

仅能够让建

筑焕然重生，

更可以重现其背后的历史和文

化，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这里都

能得到启发。”

借着全球数字化创新之东

风，塞纳河边的巴黎圣母院得以与

黄浦江畔的外滩万国建筑群相遇，

“落地”上海文化艺术地标——久

事艺术空间。未来馆方也将积极

寻求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为市民

大众带来更多精彩纷呈的展览和

更为新颖别致的观展体验，呈现

更为丰富、引人入胜的中西方文

化艺术之美。

展览期间，艺术空间内还将

举办一系列文化艺术沙龙、主题

专场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交媒

体互动活动，希望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

一代，前来欣赏美的文化、传诵美的新表达。

巴黎圣母院修缮的主要捐助方之一的欧

莱雅北亚及中国首席企业事务与公众联动官

兰珍珍表示：“上海在历史上与巴黎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从1998年赵无极的《绘画六十

年回顾展》，到近年的‘西岸美术馆-蓬皮杜中

心五年展陈合作’，再到今天的巴黎圣母院AR

展，我们期待这些关于美的人文交流活动，能

成为上海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软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的‘美丽新势能’。”本报记者 徐翌晟

30年前，壬申之夏，朵云轩拍卖——

中国大陆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应运而

生。朵云轩拍卖成立30周年之际，于今

明两天推出30周年庆典拍卖会，全场共

有近1600件拍品上拍，类型跨越古今、荟

萃中外，为全球藏家呈献多元化顶尖艺术

杰作及雅逸精品。

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在上海希尔

顿酒店敲响中国大陆艺术品拍卖第一槌，

因此成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领跑者，见证

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初期的辉煌。上海朵

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回忆，1993

年第一拍的第一槌由著名艺术家谢稚柳

先生敲落。第一件拍品是大收藏家张宗

宪举下的，这件拍品是上海中国画院首任

院长丰子恺先生的《一轮红日东方涌》。

那以后，中国艺术品拍卖像雨后春笋，迅

速发展壮大。2010年在中拍协的牵头下，

制定了一部文物艺术品的拍卖规程，朵云

轩是这部《规程》主要的起草单位之一。

从2020年5月朵云轩上线网络拍卖，

在国内拍卖行中走在前列。目前，朵云轩

网络拍卖的数量、质量和客源大幅上涨。

朱旗认为，传统的艺术品拍卖插上数字的

翅膀，这是大势所趋。

朵云轩30周年预展昨日举办。书画

部分，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傅

抱石、潘天寿等近现代名家齐全，八大山

人、王铎、王时敏、黄道周、董其昌、沈士充

等古代名家也各显风采。清代学者钱泳

的《记事珠》手稿，部分篇章经多方学者考

证认定为《浮生六记》第五记的主体部分，

其中钓鱼岛归属问题以手稿的形式第一

次出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文献及历

史价值；严复评点的《古文辞类纂》手稿首

次以足本原貌面世，揭开了文学史上的一

个谜团，尤为珍贵；此外还有创新的全球

首次人机共创传统山水画拍卖，朵云轩联

合百度AI艺术和创意辅助平台——“文

心一格”邀请海派名家乐震文续画陆小曼

未尽稿《夏日山居图》，它将和AI续画的

《夏日山居图》联合成同一标的，摆上夜场

的拍台，开启数字艺术品拍卖的新尝试。

朵云轩传统专场保持一贯优势和水

准，百余件朵云轩旧藏彰显着朵云轩的百

年精髓；同一藏家同一上款专场中不乏

众多亮点：杨堤家属提供的一批杨堤同

一上款拍品、黄令南博士旧藏、朱鸿猷旧

藏、马一浮高足寿毅成及童第德上款的

马一浮、谢无量、于右任等；新专场、新专

题名目繁多，各具特色：弘一专题、从洋务

运动到五四时期名人书法作品专场、近代

上海滩风云人物交游书画专场等。现当

代艺术板块中，法国印象派运动主导者之

一雷诺阿的晚年重要作品《浴女》等海外

精品待赏鉴。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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