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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

家美术馆珍藏展”进入闭幕倒计

时。昨天，油画名家俞晓夫悄悄来

到上博展厅，一边欣赏52幅大师真

迹，一边结合自身的经验作了专业

又独具特色的诠释。

俞晓夫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看

过很多大师作品，但是在上海自

己的家乡再会这些“熟人”，感触

颇深。展览始自于安托内罗 ·达 ·

梅西耶绘于1475年的《书房中的

圣哲罗姆》，俞晓夫说，这虽然是

幅小画，但是值得细细观看，人

物、家具、地砖的透视关系画得十

分准确，透过窗户瞥见的青翠风

景细腻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门框中的风景这般构思在宗教

画中并不多见，书房的建筑风格

类似于哥特式教堂，拱形的入口

仿佛在邀请观众进入这个宁静而

明亮的内部空间。”

接下来的一幅木板油画《阿波

罗和达芙妮》在同时期画家中属于

中等之作，但是，佛罗伦萨画派艺

术家波拉尤奥洛描绘了女神达芙

妮化为月桂树的那一刻，她的双臂

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月桂树枝指向

天空，一条腿扎根于泥土之中，这

样的姿势让人久久挪不开眼神，俞

晓夫说，这棵亦人亦树的形象常常

出现在当代艺术作品中，自己的作

品中也会用到画中的这个元素。

古典油画中，孩子的形象作为

画面中的重要活跃元素频繁出现，

画家们画得各有千秋。俞晓夫画

人物画，对此颇有研究，“你看拉斐

尔的《圣母子与施洗者圣约翰》中，

孩子的形象画得十分逼真，手持芦

苇面部朝上的小圣约翰肉乎乎的

脸庞和无邪的表情完全是生活中

的景象，而波提切利的作品《圣泽

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中央的孩子

就画得太接近成人。”

在这些油画的创作年代，囿于

只有蜡烛这般有限的照明工具，光

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俞晓

夫曾经创作过一幅名为《马克思在

大英图书馆》的油画参展“真理的

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主题展览”，这幅作品的独到之处

就在于从图书馆门缝透进来的那

线亮光，自下而上照亮了人物，“古

典油画的意味由此而来。”

俞晓夫认为，此次在上博展出

的英国国家美术馆馆藏绘画作品

确实精彩，若去欧洲旅行一路参观

博物馆，往往一个博物馆所藏两三

百件作品，只有五六件精品，而这

个展览上，我们目所能及之处都是

精品。“绘画的题材选择中既没有

特别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深奥难懂

的宗教主题，而是亲切的生活场景

如磨坊、厨房、草地，人物肖像好像

身边的人物，比如大受欢迎的《红

衣男孩》。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展

览才能在上海得到大家的欢迎。”

上博党委书记汤世芬介绍，作

为重要的城市文化地标，上博有着

野心勃勃的“大博物馆”计划：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积极推动建设一个

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国际交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俞晓夫看“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家常的景和人 打动观展者

网络赋能
空间广大

□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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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部视频点亮上海”上海城市

主题视频征集活动已先于第一届网

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主题演讲、

圆桌论坛和专题讲习会的观众招募

早早启动。采访中，也很高兴地得

知，组委会最终甄选出的百部中、短

视频，不仅将在大会第一天集中“点

亮”，也在相关视频平台持续展映，

还会在剪辑、包装后陆续出现在这

座城市的公交车上、地铁站台里、户

外大屏中……“一方面，我们希望通

过更多展示方式，将优秀的创作者

介绍给市民，为他们‘引流’；另一方

面，我们也相信这些几乎完全出于

自发，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和归

属感所生产制作的内容，是能够与

市民心意互通的，是能够向国内外

展现上海城市形象和内涵的。”上海

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组委会相

关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如何赋能传统，或许是互联网

从业者和管理者都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从互联网出圈的淄博烧烤，如

果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那么大会征

集的这百部视频，或许是一次主动、

积极的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

百部生动、有趣、好看的视频，可以

赋能城市宣推大平台，可以彰显上

海文化软实力。我们也有理由相

信，高质量的网络视听内容，对建设

国际文化大都市和加快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城市，是激发、有益助、

能促进。

弯道想超车
“达人”是关键

“从产业规模来看，2022年全国

网络视听市场规模预估达到8002亿

元左右，同比增长21.9%。短视频平

台在内容和商业化模式上收效明显，

市场规模约4287亿元，同比增长

40.2%。”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会

长徐辉介绍说，在近几年的稳步增长

之后，全国网络视听行业的覆盖率已

经渐达峰值（超过10亿用户）。长视

频赛道趋近饱和，腾讯、爱奇艺、优酷

等各家逐渐将发展策略往“降本增

效”方面努力，“在网络视听行业的头

部省份城市中，目前只有北京、上海

和浙江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上

海网络视听市场规模约为1650亿

元，位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

广东；依托哔哩哔哩、小红书、喜马拉

雅等各类垂直赛道平台的持续

高增长，上海2022年的网

络视听产业市场规模增

幅达29.4%。”

市 场

进入成熟

期后，高质量的视听内容创作已经成

为当下和未来发展的驱动支点，鼓励

和保护“网络视听达人”的创作，对行

业健康发展，对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实

现弯道超车，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

在长视频领域，上海的电视剧、网络

剧、纪录片、动画片等位居全国前列

的基础上，在个人内容创作这一网络

视听新兴领域，上海也将发力，继续

朝内容创作高地的目标努力。

聚焦新力量
赋能创作者

“当下的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以

公司职员（55.7%）和自由职业者

（16.1%）为主，也包括了广大的学生

群体。虽然已经出现了诸如李子柒、

罗翔等知名的UP主（内容创作者、上

传者），但社会对于这一职业的发展

前景，还是有观望和保留的。能否将

爱好转变成事业，也是从业者和普通

市民，都好奇和存疑的。”上海

市文旅局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节目管理

处处长游海洋接

受专访时坦言，举

办这样一个专门

的内容创

作者大会，以

及后续的一系列活

动，就是希望给予网络

视听行业从业者以及社会一

个积极的信号，“我们不仅看好这个

行业，还希望能够跟平台和UP主们

一起摸索，找到更健康、更持续的可

供借鉴的成长路径。”

根据相关调研发现，许多接受过

良好教育的年轻UP主，主动提出希

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组织培训，以期

他们创作的网络视听内容能更符合

国家的发展方针。因此，在给予这些

创作者鼓励和认同之外，召开这样的

大会也能够更好地集纳创作者的心

声，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扶持。

还有一些离头部只差了一步、金字塔

中上层的UP主，一个人单打独斗已

不能满足其内容生产的相应需求，他

们同样希望相关部门在人才引进政

策、相应税收补贴等环节给予一些切

实的帮助。游海洋表示，当创作者面

临从个人创作到创作生态的迭代升

级的考验时，“我们希望能够给予他

们更多的支持和引导。”

“网络视听作为人们使用时间最

长的网络应用，有着凝聚共识、温暖

人心的重要作用。”上海市文旅局局

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方世忠特别介

绍说，本次大会将聚焦网络视听内容

创制的新兴力量，主动拥抱“Z世代”

“有观点、愿表达”的网络行为模式，

积极赋能内容创作者，“让更多胸怀

梦想、充满创意的创作者立足新时

代、澎湃正能量，借由优质中、短视频

及音频的创作和表达，登上更广

阔的互联网舞台。”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首届上海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
将于5月11日至13日举行，主题演讲、
圆桌论坛和专题讲习会的观众招募也同
时启动。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
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政府主办。

上海已经有了影视节，也办过互联
网影视峰会，为什么还要创办一个网络
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这个全新的大
会，对网络视听行业，对内容创作者，对
这座城市又有怎样的意义？

■ 俞晓夫观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马上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