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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共栖”，成就城市的活力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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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观众为何喜欢文献展
◆ 傅 军

丰富、多元、立体、通俗——

◆ 朱 光

艺术节，就是文明为城市勾勒的笑脸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10年前，当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推出第

一个文献展“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的时

候，不要说普通观众，连很多媒体记者也不太搞

得清什么是文献展，它与普通的艺术展览有什

么不同。然而，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短短几年

之后，这种依托于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文献展”

很快在美术馆行业内兴起，并受到领导、专家、

学者、艺术爱好者

等社会各界人士

的广泛关注和喜

爱。

文献展，通俗

地讲，就是展示作

品，同时还展出相

关的大量文献材

料，比如图片、草

稿、文字、出版物、

实物、视频等等，

通 过“ 作 品 +文

献”的方式，帮助

观众更深入、更全

面地了解一件作

品，包括作品背后

的故事。通过“作

品+文献”这种方式，让作品与作品、作品与文

献之间，建立起具有上下文关系的逻辑关联，相

当于在展厅打造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让观众

具有某种代入感，去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去

感受艺术家当时的心情和处境，从而更深入地

理解艺术作品。

文献展应该说既是一种深入浅出的展览，

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展览。因为从专业方面来

讲，它是偏重于学术性和研究性，还有一定的问

题针对性，是在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和

挑选出最能代表艺术家在各个时代的作品和文

献，所以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但从呈现方式

来讲，它又是丰富的、多元的、立体的、通俗的。

因此文献展是一种可以深度阅读的展览，有些观

众一看就是二三个小时，其中有部分观众是反复

来看，一个展览连续刷几遍也是常有的事。

那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吸引观众们反复来文

献展现场打卡呢？笔者认为首先在于作品背后

的故事性。人很多时候是感性的，容易被作品

背后动人的故事和细节所打动，从而印象深

刻。比如近期正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举行胡“勇

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上，有一个专题版块

叫“三画巴金”。在这个版块中，可以看到俞云

阶给巴金写生的现场照片、作品的草稿、巴金的

回忆录手稿与出版物、俞云阶夫人朱怀新为两

人画的速写等多种文献资料，连同俞云阶先生

分别于1955年、1977年、1978年三次为巴金创

作的画像一起，一并展出。这三次画像，前后时

间跨度达25年，如何理解在这25年间，俞云阶

与巴金所经历的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以及他

们个人所遭遇的命运波折？单单靠三幅肖像作

品，恐怕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所谓“相由心生”，

肖像背后其实都是故事。借助于文献材料，尤

其是一些图像资料，通过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

代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观众得以深刻反映对

象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以及宏大历史对个

体生命造成的具体真实的影响。了解了这些背

景材料之后，观众相当于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

中再来看这些肖像作品，才能深度理解巴金所

言：“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

己。”在俞云阶60余年的艺术人生中，除了巴金

之外，他还曾为不少历史文化名人画像，比如鲁

迅、瞿秋白、顾圣婴、蔡文姬等，因为这些历史文

化名人都是有深度、有灵魂的个体，策展方力图

通过“肖像绘画+文献”的方式来表达人内在精

神世界的丰富性。

其次在于历史的真实性。2016年在上海

油雕院主办“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

上，展出了两张手绘的中英文双语的旧海报，给

前来展览现场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

海报清晰地呈现了周碧初、朱屺瞻、陈抱一、钱

鼎、宋钟沅曾经于何年何月举办了“联合油画

展”。另一张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周碧初先生曾

经在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行过“周碧初油画风

景展览会”。文献展中，通常有大量的一手文

献，比如说手稿、书信、证书、历史照片、出版合

同等等，这些历史文献包含着无数直观、真实、

确凿的信息，把观众仿佛一下子带回到当年那

种时代氛围中……

这次“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上，与

《高歌猛进》和《开路先锋》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张

珍贵的草图。这张草图，是俞云阶先生的儿子俞

力在父亲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中发现的，它正面是

《高歌猛进》，它的背面是《开路先锋》。这张草图

的发现，不仅有力地佐证了《高歌猛进》是由俞云

阶先生创作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

1970年代油画名作《开路先锋》的来龙去脉。

第三，就是叙事性展示的空间建构。文献

展是具有很强叙事性和故事性的展览类型。展

品与空间之间，展品与文献之间，必须建构起一

定的互文性，观众才能找到展览的叙事结构和

秩序，从而才能更好地解读文献展的策展理念

和展览内容。另外，文献展要同时面对艺术品、

档案资料、文献实物、复制品、影像等各种纷杂

的展品资源和信息。如何将这些展品资源和信

息进行有效结合，巧妙地转换成展陈语言，十分

考验策展人和展览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过对俞云阶艺术人生的研究与分析，策

展方确定了深蓝与橘黄作为此次文献展的主

色调，海报与主题墙均采用了这两种主色调，

只是采用了不同的组合和构成，形成了一种互

文关系。这两种主色调，还渗透了展览现场的

方方面面。比如一楼选用深蓝色展墙用以呈

现俞云阶艺术人生四个篇章的内容，通过这样

的设计，让观众一到展厅，就能很快明白展览

的叙事结构和秩序。而在二楼，采用局部深蓝

色展墙，用以展示重点作品和重要版块。整个

展览采用橘黄色展板作为每个章节的起首，与

深蓝色形成一种对比关系，既醒目又让展览的

叙事富有节奏。

策划之初，对于选择俞云阶先生的学生赵

志荣老师创作的《俞云阶》雕像作为展览收尾，策

展方认为单薄了一点，不足以全面反映俞云阶先

生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命运多舛的艺术人生。

后来他们在雕像的背景墙上，不仅单独涂刷了一

面深蓝色展墙，还将反映俞先生个性特征的文

字，用大小不同、色彩不同的立体字作为雕像的

背景墙。这样，在一个区域内，就建构出多层级

的信息传达，这些信息又各自带有不同的视觉肌

理，在灯光的塑造下，与观众进行着默默的交流。

油画《高歌猛进》是新近被发现并确认的俞

云阶先生目前仅存的一件大型主题性绘画作

品，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为

了烘托它的重要性，策展方特意在前面的两道

独立展墙上，放置了《笛声》（1958）与《此时无

声》（1980），这两件作品不仅代表了俞云阶先生

坎坷的人生经历，更与处在中心位置的《高歌猛

进》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精神上的张力。

通过这样的空间建构和展陈语言，含蓄却又形

象有力地揭示出俞云阶先生充满内在冲突的戏

剧性人生。

有别于昔日单一的展陈式公共空间艺术，两

年一度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在对艺术的生命

力把握上有着独到的手法和经验。

现下正在进行的2023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以下简称“艺术季”）以“共栖”为主题。近两个月

的时间中，全市20个展区以“多空间、多场景、多

维度”集中呈现近年来上海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生态之城的建设新貌。

艺术季，不仅让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更显

深度，也鼓励更多市民参与这场艺术盛宴，从其中

受惠得益。

事实上，在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不少市民

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艺术季的参与者，与展区作品、

各种旖旎城市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申城亮丽的风

景线。

沿着徐汇西岸南段来一场Citywalk，由原白

猫洗涤剂厂库房改造而来的艺术季“白猫主展馆”

中，在众多艺术家、建筑师和机构的参展作品之间

移步换景，人们感受到的是滨水人文与自然交织

而成的活力。

想在社区周边找一处宁静之所小憩，艺术季

提供的菜单也相当丰富，再造后的和平公园展现

出厚重的历史与生态景观混搭的海派韵味，宝山

钢雕公园节能环保园讲述的是老工业基地节能焕

新、返璞归真的故事……

如果是在市郊休闲露营，你大概率会“邂逅”

艺术季展区精心准备的缤纷野趣，无论是浦东沔

青公园“环城生态公园带”，还是青浦元荡展区的

双祥村乡村振兴实验基地，展现的是“隐藏”在国

际大都市中的乡村生态之美……

艺术源于生活、归于生活。正是因为从日常

生活汲取了智慧，又以自身的美好品质反哺生活

的烟火气，细水长流，与平凡生活共融“共栖”，时

时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艺术才具有持久鲜活的生

命力。

正是因为摸准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季将

单一的展陈变成了更具广泛参与度的社会文化活

动。

今年的艺术季，展区的分布较往年更为广

泛。“白猫主展馆”位于徐汇滨江，市中心有外滩街

道、苏河湾、环衡复音乐街区、和平公园，而像李子

园零碳公园、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长宁外环林带

生态绿道、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南片区中央

绿轴之“水生园”，这些最为贴近社区居民和白领

的展区也被囊括到艺术季中。

不仅如此，原先被文化产业相对忽视的市郊

与乡村地区，也被主办方纳入这场艺术创意的盛

宴中来。金山廊下郊野公园的“万亩稻香，微醺廊

下”、松江的叶榭镇井凌桥村的“生态画卷，井上添

花”诠释了上海乡村野趣的多种维度，外高桥森兰

片区作为上海主城区内最大的湖景公园，则以烂

漫、绿色的“森式生活”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不仅是艺术展区覆盖面广泛，艺术季的主题

景观也丰富多样，在满足民众各式与自然“亲密接

触”的需求，也在以提升人们的关注度的方式，凸

显上海各区域的文化产业和经济特色，激活区域

发展潜力。

五个新城都在此次艺术季中设立展区自不必

赘述，徐汇衡复、静安苏河湾的摩登时尚尽在市民

的眼中，而普陀的李子园零碳公园，主打的环保零

碳产业，让人眼前一亮，闵行的马桥人工智能创新

试验区发展AI产业，在此也被更多人所了解。徐

汇滨江、杨浦、宝山在工业遗存转型上继续发力的

成就也在艺术季平台上得以充分展示。各展区既

诠释与艺术“共栖”的理念，又紧贴各自发展的主

题和特色。

毫无疑问，今年的艺术季从前几届艺术季中

汲取经验，将各种艺术创意元素投入到了烟火气

中，足迹遍布市郊和乡村。通过城市空间的有机

更新，艺术季在市民日常的“柴米油盐”广泛播撒

艺术的种子，把市民参与作为“培植土壤”，艺术在

创意的加持下“轻轻落地，悄悄生长”，让整个城市

形成共建美好家园的共识，用时间酝酿、见证、检

验成果。

正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顾问教授

孙继伟所言：“城市空间的更新应该留下每一代人

的痕迹，折射出市民生活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

变化。”艺术季的多种举措，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城

市管理者对“人民城市”理念的全力实践——鼓励

市民重视身边的“邻”空间，让更多市民共享城市

更新的成果，为申城的发展添砖加瓦，留下自己的

印记。

艺术季是个很好的开始，时间会再次证明，艺

术的生命力在于与生活“共栖”。

◆ 陈 琳

集合着全亚洲运动健儿矫健

身影的第19届杭州亚运会，在令

人惊艳的数字火炬手远去的背影

中，燃烧了15天的主火炬缓缓熄

灭……10月8日，在波光涟漪的

西子湖畔，在波涛起伏的钱塘江

的相伴下，我们与第19届杭州亚

运会闭幕式美丽邂逅。这是一次

迟到的相遇。我们等了整整一

年，365天。迟到，更觉得珍贵，这

次相遇就如西子湖畔白娘娘和许

仙的千年等一回那样浪漫、美丽，

充满期待。

我个人特别喜欢看大型运动

会的闭幕式。第19届杭州亚运会

闭幕式满足了我对闭幕式的所有

期待。和开幕式不同，开幕式总

是紧接着健儿们赛场上龙腾虎跃

的激烈拼搏和角逐。第19届杭州

亚运会闭幕式充分展示了运动员

们压力释放以后的轻松，它让青

春还原为最发自内心的欢笑。它

不再有开幕式特别严肃庄严的仪

式感，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带着心

灵抚慰的柔情。如果说开幕式是

涌动的钱塘江潮，那么闭幕式则

像西湖的一汪秋水，温婉得让人

依恋。

始于秋分，至于寒露。正是

桂子飘香，白露横江，一截多么怡

人的时光。闭幕式，没有震耳欲

聋的喧嚣，没有过分妆饰的浮

艳。“最忆是杭州”，闭幕式抓住了

婉约风的“记忆”主题，月白风清

地娓娓道来。那是一种呢喃倾诉

的低语。歌，是童声合唱的《江南

好》，花是纯真小女孩手捧的黄色

的“记忆之花”，花不大，闪着的也

是馨心可人的淡黄色的微光。这

朵花，既是荷花，寓意着“和美”，

又是桂花，是当令季节的写照。

空中，宛如飞天般的少女飘然而

降，那优美的身姿宛如古老的美

丽神话，和闭幕式开始时，场地中

央的荷花遥相呼应，象征着和和

美美，向我们亚洲的邻居，向世界

和人类，传递着中华民族文化几

千年未变的善良的“和平性”——

期待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

有炮火硝烟的属于所有年轻人的

未来。

这次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歌

曲，我特别喜欢，始终没有过于张

扬的高亢，像恋人絮语，动听入

耳。闭幕式上，我们不断看到年

轻的脸庞闪烁着青春的光彩，看

到他们用拇指和食指组合的爱心

的手势。说是“中国式的浪漫”，

其实何尝不是亚洲的浪漫，不是

人类的浪漫，当然更是青春的浪

漫！

折花赠远客。青春是人生最

梦幻的时段。闭幕式把依依不舍

的年轻人的惜别，演绎到了美的

极致。我相信，在多年以后，这将

依然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所有参

与者的美好人生记忆，也是我们

目睹者和健儿们一起经历的一次

难得的美的体验。祝愿所有青年

人都能拥有如闭幕式那般青春、

和平、梦幻的美丽人生和未来。

让青春的生命自由绽放

◆ 毛时安

——杭州亚运会闭幕式随想

2023年10月14日，《杜巴

里夫人》的2K修复版在上海大

光明电影院与观众重逢。

一百年前，1923年 6月 13

日，德国导演刘别谦的默片

《杜巴里夫人》（当年片名译为

《皇后末路》），在上海卡尔登

影戏院（今长江剧场）公映，

1923年 10月在天津平安电影

院公映。

光影再现，回味一个世纪

前的时光，是今天的观众真正

不想失之交臂的灵魂的碰撞。

恩 斯 特 · 刘 别 谦（Ernst

Lubitsch）出生于德国柏林，1921

年到美国好莱坞开始电影创

作。他被评价为最有天赋的德

国犹太人，同时是德国电影史上

唯一的“美国导演”。刘别谦为

Projection-AGUnion工作，他导

演的电影带有独特的个性，被誉

为“刘别谦笔触”，是一种建立在

轻佻琐碎之上的深沉而心酸的

平衡。刘别谦在视觉上优雅的

场面调度，叙事上的欲言又止、

正话反说，建立了在好莱坞的影

响地位。

刘别谦偏爱创作基于舞台

剧形态的无声喜剧，他在1924

年导演的《回转姻缘》中创作了

温文尔雅的男主角。1925年，

他导演了根据奥斯卡 · 王尔德

同名戏剧改编影片《少奶奶的扇子》，著名

的POV视角入木三分，被称作电影史上细

腻无比的“刘别谦式触动”，影片从人物的

表演到服装道具，香车宝马都极为考究，突

破了默片创作的最大可能性。影片主演罗

纳德 · 考尔曼和梅 · 麦卡沃伊的表演用微妙

的眼神和手势，传达出人物举手投足的细

致与微妙，以及对人情世故恰到好处的分

寸拿捏。2023年4月，香港艺

术中心重映《少奶奶的扇子》，

特意增加现场乐队伴奏，令无

数现场观众落泪。

刘别谦和茂瑙、弗里茨 · 朗

并称默片时期德国电影三巨

头，他们创作的默片为德国电

影赢得了国际声誉和世界观

众，展现出带有德国文化特质

的美学特性。弗里茨 · 朗纪念

碑式的《尼伯龙根》《大都会》

（1926）堪称献给全世界观众的

豪华巨制。1934年，弗里茨 · 朗

拒绝了希特勒想要他领导德国

电影产业的邀请，带着和米高

梅公司一年期的合同去到好莱

坞。在之后的 1932年到 1956

年期间，弗里茨 · 朗拍摄了22部

美国影片。

现实主义的幻觉论一度成

为默片时代的主导美学，随着

德国电影导演来到好莱坞创

作，德国电影模式也深深影响

着美国的电影风格。

随着有声影片技术的到来，

默片时代的置景和灯光技术今

天难以重现，现场音乐演奏消逝

不再。因为要给声音预留感应

带，加上录音设备的携带与移动

局限，很多影片放弃了大全景的

置景和拍摄，转向人物对白的重

视。同时，电影制作和发行规模

的不断上升，电影制作和音乐录制、无线电行

业的需求性合作，推动了电影行业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由于工业和技术的改变，经典的美学风

格今日再难重现。今天，默片的重映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观众，这是一种对默片时代经典

风格的欣赏，更是对默片技术创作的独特美

学致敬。

昨晚，上海展览中心喷泉广场流光溢彩不

夜天、乐声缭绕无停歇——克里斯托夫 · 艾森

巴赫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大型户

外交响音乐会，首次在这一城市文化地标举

办，也拉开了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

系列演出的序幕。今起，世界“艺术指针”拨到

“上海时间”，为期一个月的“艺术的盛会，人民

大众的节日”就此描绘城市“艺术天空”，映照

国家文明互鉴。

开幕期间的三台演出，均有着各自的主题

深意与艺术高度。19日晚的开幕式演出，由上

海交响乐团与上海博物馆携手合作，在捷豹上

海交响音乐厅献演交响诗篇《丝路颂》，献礼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朱践耳、赵

麟、俞极三位作曲家的旋律中，感受荡漾在丝

绸之路上的千年回响；在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

的影像中，感受积淀在大国工匠手里的文化肌

理。这不也是绵延数千年，始终处于进行时的

文明互鉴吗？

文明互鉴还体现在昨晚新组建的艺术节

“节日乐团”的海内外多国顶尖艺术家的“和声”

之中。由同为著名指挥和钢琴家的克里斯托

夫 · 艾森巴赫与许忠，担任“双总监”的节日乐

团，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上海歌剧院交响乐

团、苏州交响乐团等为班底，邀约海内外各院团

首席和优秀演奏家，每逢艺术节就组建的顶尖

乐团。昨晚这台户外音乐会还由女高音歌唱家

安吉拉 · 乔治乌、获得过格莱美奖的小提琴家马

克西姆 · 文格洛夫领衔，点亮了艺术节前夜的天

空。欧亚大陆的文明精粹彼此交融，谱写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乐章。

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领悟

传统文化是贯彻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生活方式

的总和。今晚在文化广场上演的另一台艺术节

开幕演出——上昆55出《牡丹亭》集萃版，不失

为一把钥匙。首先，这是集中上昆几代表演艺

术家，在手眼身法步中精准传承的戏曲程式；同

时，这也是导演郭小男接续已故编剧王仁杰梳

理的35出版本后，还原出的比爱情更广阔的明

代生活画卷、社会礼制和绿水青山。此前，大部

分人对《牡丹亭》的认知，仅停留在“情不知所

起，一往而深”。而此次集萃版，正是55出全本

《牡丹亭》的精华。

正如爱情是人的精神能量的点睛，文化艺

术也历来是社会发展的精气神。这三部开幕作

品奠定了本届艺术节拥抱世界、贯通古今、中西

合璧、文化传承的格局和思想。随后一个月，预

计将有超过400场的超大展演活动呈现给市民

观众，吸引观众人次达到600万。

事实上，因为三年酝酿、积累与沉淀，今年

艺术节的大型演出活动远超往年，名家名团更

为璀璨。已经在沪为艺术节预热的名家包括女

高音歌唱家安娜 · 奈瑞贝科。她以“浑身是戏”

的歌唱方式制造了不少惊喜，给上海歌迷留下

深刻印象。

艺术节最为亲民的活动就是“艺术天空”板块

——名家名团不仅会活跃在各大剧场的舞台上，

也会出现在草木葱郁、景色宜人的绿地；步行可

及、家门口的社区；热爱艺术、期待共鸣的校园等

室内外场地。这类演出品质不逊于大剧院、音乐

厅，但票价约等于零元的好事儿，确实是令人期待

的观演日程。今年还将继续在原有的音乐、舞蹈

等艺术分类上，细分和新增跨界潮流、二次元影

音、儿童亲子、魔术曲艺、科技艺术等特色主题深

化“一区一亮点，一区一特色”的定位，全新推出“艺

术闵行·上海西区”“海派今潮·艺术季”“艺见未来·

艺术季”“动漫游戏音乐节”“上海国际魔术节剧目

展演”“周末亲子魔幻剧场”等特别活动，预计线上

线下惠及观众超百万人次。此前，从市中心遍及

社区的艺术节尾票亭，在公益票价上再打对折，可

以80元票价买到伦敦西区音乐剧《过去五年》等精

品剧目的措施，已经羡煞其他城市的爱乐人，纷纷

在网上感叹：“要不是远隔千里……”艺术教育板

块，则将顺应“社会大美育”，探索打造“全民、全龄、

全域、全时”社会美育新体系。

与此同时，今年全新推出的“ARTRA自定

艺”艺术品牌，在全球范围内邀约和制作横跨舞

台艺术与视觉艺术的交互融合作品，与极富活力

的艺术创作者一起，持续推动艺术领域间的深度

对话与发展，同时关注和思考“艺术与个体、艺术

与社会、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与发展……未来，艺

术节的模样，可能会从“自定艺”的孵化器里“冒”

出来……

艺术节，就是文明为城市勾勒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