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山湾作为中国“近代西洋画之摇篮”，其中

一个突出的内容，无疑是水彩画的端倪及其演

变。“西画教育溯源——土山湾馆藏水彩画展”以

徐汇作为特定地区，从中分析、梳理和解读中国近

现代西洋美术演变之道。展览分为“发源：西画摇

篮”“发展：继往开来”“传承：薪火相传”三大板块，

展出馆藏大师精品之作，结合徐家汇书院美术文

献的馆藏优势，让见证并浓缩了中国近现代水彩

艺术前世今生的土山湾文化展现出持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从艺术的角度来呈现徐汇文化丰富而独

特的人文特质和精神面貌。展出的相关作品及文

献史料、期刊，多为首次展出的馆藏珍品，具有重要

的艺术和史料价值。展览中有土山湾绘画教材，徐

咏青、郑曼陀等画家的相关画作及出版著作。

以徐咏青（1880—1953）为例，他9岁进土山

湾孤儿工艺院，土山湾画馆中长期主持馆务并执

教素描和水彩画的刘德斋发现他很有绘画天赋，

亲自向徐咏青传授素描和水彩画，指导他从临摹

维涅尔的水彩画着手，专攻水彩画；还引导他和任

伯年、吴昌硕等中国画家密切交流，因而徐咏青的

水彩画也受到中国画技法的巨大影响。张充仁曾

言：“中国的水彩画起步比英国晚了近一个世纪，

但从临摹维涅尔的水彩画开始，它的起点极高。

徐咏青画水彩画时，一点一画、中锋偏锋，都用得

比欧洲的水彩画家好……在当时中国已开始有了

真正世界水平的水彩画家……所以徐被公认为

‘中国水彩画第一人’”。他绘制出版的《中学铅笔

习画帖》，循序渐进，非常适合当作绘画教材和自

学范本，故十分畅销，从初版至1929年6月已有

23版；他出版的《水彩画风景写生法》已成为中国

水彩画传播与教学的奠基之作。他还在全国各地

开设了很多艺术学校，一生桃李满天下，为发展中

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徐咏青的学

生如金梅生、金雪尘等，后来都在月份牌画界叱咤

风云，成为一代名家。

由嘉定博物馆、昆山博物馆和太仓博物馆共

同主办的“吴娄气象——嘉昆太碑刻拓片展”在嘉

定博物馆举行。

碑刻是古代世界通用的历史文化载体，中国

古代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碑刻文化。最初，碑主要

被用作辨识日影时辰和拴牲畜所用的竖石；东汉

时期，出现了刻文纪事之碑；隋唐时期，墓志铭盛

行；宋代，志墓立碑逐渐走向世俗化，其风尚广泛

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中；明清时期，反映社会经

济、生产状况、各阶层生活面貌的碑刻大量产生，

碑刻的形式和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碑刻

纪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历代传承

的大量碑文亦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吴娄气象——嘉昆太碑刻拓片展”，展示三

地精品碑刻拓片近百件。这些展品是证明嘉昆太

三地历史同源、人文相融的最好见证，为研究区域

历史文化提供了真实且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观众

也可从中深切感知社会变迁的脉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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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画教育溯源——土山湾馆藏水彩画展
时间： 月  日起常设展

地点：土山湾博物馆（蒲汇塘路  号）

片玉钩玄——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藏玉带钩展
时间： 月  日—9月  日

地点：青浦区博物馆临展厅（华南路    号）

吴娄气象——嘉昆太碑刻拓片展
时间： 月  日—9月 日

地点：嘉定博物馆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时间：8月  日—  月 日

地点：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虹口区多伦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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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闵行博物馆

举办的“汉 · 无极——

长沙马王堆文物精品

展”、奉贤区博物馆举

办的“雍正故宫文物大

展”“古蜀之光——三

星堆 · 金沙遗址出土文

物大展”等，都吸引市区

观众不惜驱车几十公里

赶去看展览，对于周边

的市民来说，更是文化

大餐福利。城市大大小

小的博物馆和展览形成

的热点让专业艺术资

源转化为社会美育资

源，让市民在家门口与

艺术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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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佳和

除了以打造世界顶级艺术博
物馆为定位的上海博物馆与各类
专业性博物馆，在市民家门口的一
些博物馆经常有一些展览让“邻
居”惊喜：无论是始建于上世纪五
十年代的嘉定博物馆，还是近几年
新建成开放的闵行博物馆新馆等，
他们或不遗余力地发掘和打捞本
土文脉，或与各方合作引进文物
展，都在自己的一方土地上打造独
具特色的文化地标。

器物之美

在青浦区博物馆进行的“片玉钩玄——上海

市文物交流中心藏玉带钩展”以上海市文物交流

中心玉器收藏资源为基础，以元明清时期玉器为

特色。展览共遴选183件展品，包括玉带钩和部

分玉带板、玉带扣及其他玉器。带钩古称“钩”，是

古人束腰带具上的构件，用于束带或佩系，通常由

钩首、钩身、钩纽三部分组成。考古发现的带钩多

以铜、铁制成，也有金、银、玉、骨等质料，常见禽鸟

形、曲棒形、琵琶形、兽形、长条形、异形等多种造

型。作为服饰配件，带钩虽小，却是研究中国古代

服饰演变发展的重要实物。

战国至西汉是带钩发展的高峰期，各地出土

了大量造型多样、纹饰丰富、制作工艺精湛的带

钩，艺术风貌令人叹为观止。宋代玉器进入民间，

仿古之风兴起，玉带钩卷土重来并延续至明清时

期，玉带钩向商品化、装饰化、工艺化的方向发展。

小小的玉带钩是中国玉器的一个代表，凝结

着古人的匠心和技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

涵。期待与各位观众共同钩玄和欣赏玉带钩的材

质之美、玉色之美、工艺之美、造型之美、纹饰之美。

正在多伦现代美术馆进行的“中国当代艺术

年鉴展”是以年度为单位，通过文献和艺术作品相

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艺术的现状的记录、检阅与展

现，这也是年鉴展第五次落地上海。此次年鉴展

览是对2023年中国当代艺术总体情况的回顾和

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23卷记录年表（包

含展览、事件）共2611条，收录文献约3113篇，选

出100位艺术家作为代表，并从摄影、影像、数字

艺术、生态艺术与档案艺术五种艺术类型、两个理

论议题以及艺术组织这一艺术创作主体等方面，

对过去一年出现的新现象与问题进行了梳理和阐

述。以艺术家沈少民的作品《我和我自己》为例，

这个装置作品由沙子、不锈钢椅子、镜面亚克力等

组装而成，椅子或正、或倾斜、或颠倒环绕一圈放

置，地上的沙子上写着同名诗歌。这件作品里，镜

中之境与像外之相，如同让观众走进了一片迷宫，

神秘而又充满诱惑。如同作品中的诗：“我坐在自

己身上/我站起来/自己/也跟着站起来/我走了/自

己也尾随着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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