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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带
来
社
会
大
美
育 “瑞色凝光：上海博

物馆秘藏缂丝莲塘乳鸭

图特展”作为上海博物

馆建馆70周年庆典之

际的重磅策划，年初引

发观展热潮，这也是《莲

塘乳鸭图》在上海博物

馆人民广场场馆第一次

与观众见面。上海博物

馆研究馆员于颖在昨晚

“上博讲坛”第三季第八

讲中，为大家讲解缂丝

这项用丝线来“画”花鸟

山水的艺术之精妙。

缂丝是织造工艺中

的一种，可以两面看。

缂丝书画艺术于宋徽宗

和高宗年间发展到顶

峰，成为具有独立欣赏

价值的艺术作品。于颖

分析，缂丝画与绘画创

作过程相比较而言，绘

画能全局把控敷色，更

可以层层铺染，而缂丝

画作只能依着织造顺序由下而上，经

纬相错。造型和色彩的实现过程是一

丝一纬顺序累加，细致入微地一次织

就，不能反复，所以完成作品难度显然

高于画作。其次，绘画调色取决于色

墨调色和水墨自洽自如的能力，一旦

落笔渗透纸张，色泽就稳定下来。而

丝色却还有与之相比更胜一筹的奇特

调色原理——丝的折光和衍射形成的

动态变化。随观察角度变化，人们能

感受到缂丝画面因光线变化带来的闪

烁，显得画中禽鸟尤其真实。艺人能

利用丝线的光学特性，控制丝线的方

向，微调出无穷变幻的色彩，做到缂成

的花鸟活灵活现，从而超越了绘画艺

术。这也是宋徽宗之所以推崇缂丝与

书画相结合的初衷，他观测到缂丝技

艺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了可超越笔

墨的创作空间。

于颖分析，朱克柔缂丝作品的经

线 密 度 26—28根/厘

米，纬线密度80—140

根/厘米，织成后生丝双

股加捻的原白色经线被

高密度纬线覆盖后不显

露。超细超韧和优美色

泽的丝线极为难得，缂

丝所用的蚕丝必然是既

极为纤细又韧性俱佳的

优等品，还有一系列的

治丝、染整工艺都是顶

配，如此才能保证画面

色彩过渡细腻真实，晕

色自然得体。

缂丝画面上花、草、

树、石、鸟、虫等主题不

同，织入的纬线变化也

采取不同配色、捻度、细

度和密度的“合花线”。

两根不同颜色的色纱分

别加弱捻之后，再通过

加捻合为一根丝线。合

花线属于模仿笔毫沾色

混色的原理，将丝线也

进行配色合色。比如，在《莲塘乳鸭

图》中湖石色彩细腻变化之处所用蓝

白合花线就分为多个层次，不同组合：

浅蓝和白、蓝和白、深蓝和白、浅蓝和

深蓝等。四组不同合花线再以长短戗

缂相互融合，缂出晕色渐变自然和顺

的效果，局部纬线密度高达120—140

根/厘米。而湖石的浅色部分，如白

色、浅蓝部分缂织所用的纬线略粗，局

部纬线密度稍低，在100—120根/厘

米。朱克柔在缂织《莲塘乳鸭图》的过

程中亲自调配色纱，并未借他人之

手。她在缂丝前，曾以笔墨勾勒轮廓

白描于经线之上作为稿本，这个白描

线也是整个画面中，她在划定回纬时

需要刻意保留的“刻”痕。她尽可能舍

去画面中因“通经回纬”这种工艺留下

的小孔眼或是裂开的细缝，这也是朱

克柔在敬业传承之外的扬弃。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这项艺术
妙在哪里

上博讲坛

公园里、水岸边、街区、商场、剧场里、巴士上，市
民们与艺术邂逅，与美邂逅。
今天，是“城市美育日”。上海全天为市民奉上了

三道“大餐”：群众文艺大汇演、城市美育大放送和云
上剧场大集锦，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收获线上线下的多
彩美育体验。今天，全市16个区也同步开展各区专
场汇演，充分展示区域群众文艺建设成果和特色。

“上博讲坛”开讲缂丝织造工艺
城
市
美
育
日

戏剧工坊 全新演绎
转角有戏剧，处处皆风景。今天，2023年上海

市民文化节首场赛事——中外家庭戏剧大赛工作

坊在静安区文化馆启动。50组参赛家庭和小荧星

艺术团的老师们一起齐聚文化馆，对参赛作品打

磨提升，向百个“美好戏剧之家”荣誉发起冲击。

静安区文化馆将举办少儿戏剧论坛、引入定制优

秀剧目，并将与小荧星艺术团等社会机构合作，打

造“儿童青少年戏剧艺术普及”静安范例。

今年，中外家庭戏剧大赛以“家有好戏”为主

题，以戏剧作品为媒介，以“全民入戏、全新演绎”

为宗旨，突破了以往的“家庭”概念，同学同事、街

坊邻居等都可以组队参与，小品、情景剧、戏剧曲

艺、故事表演等才艺都可以登台展示，打造全民参

与的“社会大美育”品牌。

跟随艺术 街区漫步
在网红打卡地徐家汇书院，徐汇区以“城市美

育日”为新的起点，成立了“汇美育大联盟”，来自

区域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剧场、院团等28

家单位发布了全年不少于4000场丰富多彩又各

具特色的美育课程。

春天是漫步的季节，徐汇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

音乐氛围，上海音乐学院开放的音乐城堡及毗邻的

上音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及上海交响音乐博物

馆、聂耳旧居、黑石公寓……每一幢音乐建筑都让

这张音乐地图串起了一条音乐旅行线路。徐汇区

“社会大美育五大行动”的发布，也从音乐、美术、戏

曲、博物馆、阅读等领域，带动全城的参与热情。

这五大行动分别是“音乐街区 ·美乐行动”，即

发布一张《美乐课堂表》、绘制一份音乐地图、推出

一条音乐旅行路线、举办一系列音乐特色展演、拍

摄一部梧桐音乐宣传片；“美术馆 ·美艺行动”即推

进“场馆免费开放日”“公教普及课堂”“名师美学

沙龙”“带你看展览”“移动美术馆”五个板块的内

容；“戏曲院团 ·美戏行动”则探索“戏曲+”跨界模

式，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艺术普及；“博览天

地·美学行动”充分发挥光启博物馆联盟、汇悦读书

香联盟的纽带作用，拓展“家门口的博物馆”“灯塔

书房”等品牌项目，探索博物或阅读协同美育的外

延与内涵；一系列竞演展示活动更将打造“人人参

与、人人出彩”的梦想舞台，实施“出彩的你”寻找行

动。同时，徐家汇书院也将与西岸美术馆通过跨界

合作，联袂打造美育实践创新发展模式。

樱花树下 向美而生
“人民节日、向美而生”，今天宝山推出“2023

宝山社会美育生长计划”。顾村公园里的草坪上、

樱树下，人们朗诵、挥毫，市民文化节进一步向全

域全类型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形成多元、多极、多

层、多向辐射的新格局，让“美”有说头、有看头、有

玩头。

“樱画书艺”主题展览让人赏心悦目，浪漫诗

意。一清早，丁申阳、蔡天雄、丁筱芳等十多位沪

上知名书画家就在樱花林中共同挥毫泼墨，在樱

花树下与游客共同感受生活与生命的美好绚丽。

丁筱芳告诉记者，年年都会来此地，今年有些迟

了，樱花留驻枝头的已不盛，不过没关系，樱花朵

朵在心里盛开。此外，“我把春天读给你听”文学

沙龙还与大家分享了关于樱花、春天和生命的美

文经典，吸引众多游人的驻足观赏。

今天，中华艺术宫与宝山区文旅局、宝山区教

育局共同签订合作协议，并正式发布第一批宝山

区“社会大美育”研学基地及推广学校。利用公园

绿地、地铁、商圈等空间，宝山还计划与上大美院

深度合作，全新推出“社区美术馆”，在顾村公园首

次尝试的皮影戏现场体验活动就深受孩子们的欢

迎。一位年轻的父亲就说，“文化入微，在游玩中

让孩子体验传统艺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希

望这个美术馆能在宝山普及开来。”万株花海的美

景中，上海市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本报记者 赵玥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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