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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人物
这两天，《边水往事》的热播，让

剧中饰演王安全的蒋奇明再次赢得

观众的称赞。他把一个三边坡各行

各业都有些小人脉、什么能挣钱就

搞点什么的“混混”演绎得好似在那

里“土生土长”一般，这是生活阅历

赐予他的财富，成全了他的演技。

于是才有了从《宇宙探索编辑部》到

《漫长的季节》再到《我的阿勒

泰》……他凭借演技稳扎稳打，从默

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我叫王安全，找我最安全……”

《边水往事》里的蒋奇明顶着一头黄

毛亮相，操着广西腔向沈星介绍自

己时，观众就知道《边水往事》这部

剧没有选错演员。王安全在剧中只

是个小角色，生活在鱼龙混杂的三

边坡底层，13岁就开始四处流浪，

经常为了利益械斗，他的人生就是

以活着和捞钱为主，有人说他不是

好人，但要知道在那样的生活环境

中，他必须机敏狡猾，以自己的方式

努力地活着。有时，蒋奇明也会在

不经意间让王安全流露出些许善

良，倒显得角色更有人性。

严格地说，蒋奇明并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帅哥，观众甚至把他这一

类型的演员称作“丑帅”——指的是

很多男演员，不是传统审美的那种

帅哥，但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觉得

帅气。毕竟，蒋奇明这样的长相不

是娱乐圈的首选，他从中央戏剧学

院毕业后，一开始是话剧演员，在舞

台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众所周

知，光演话剧还是少了些机遇，所以

他开始转战影视剧。

不过，他很长一段时间不温不

火，没什么名气。甚至有两年他没

戏拍，甚至找不到工作，连正常生活

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在网上

发布求职广告，不是向各大导演推

荐自己，而是希望在便利店找个服

务员的工作就可以，甚至菜市场

8000元一个月的杀猪工他也考虑

过。比起很多演员“下”生活，浮光

掠影地感受一下，蒋奇明对生活的

体验可谓脚踏实地。在鱼龙混杂、

人来人往的生活里，他懂得了人前

的大笑未必是真快乐，关上门的泪

水是真悲伤。

真正让蒋奇明走进观众视线的

是他在《漫长的季节》里饰演的傅卫

军，他懂得生活不易，于是就让《漫

长的季节》里买不起助听器的傅卫

军，在每次打架前都要摘下珍贵的

助听器——很多人眼中平平无奇的

物件，可能恰恰是有的人眼中的珍

宝——就像傅卫军这个角色对于他

的意义一样。最终，一部剧里他一

句话没说，全靠眼神和肢体语言，却

直接演到了观众的心坎上。让人明

白原来有些人不用说话，也可以将

细腻的情感表达给观众。

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往往不

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那些游走在灰

色地带，让人又爱又恨，琢磨不透

的。蒋奇明能演出那些边缘角色的

深度，让人物鲜活而不单一，这背

后，既有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投入，也

少不了生活对他的锤炼。同时，蒋

奇明给那些满脸脂粉气的所谓偶像

男星上了一课，一个演员卖相好不

如演得好，伴你高飞的必须是你不

懈的努力。

本报记者 吴翔

——记《边水往事》里的演员蒋奇明

小小美术馆悄然兴起
美术馆在常人心目中，是个“仰

望”的“殿堂”，需要当成一个“日程”

纳入休闲生活。但是，在上海的新

村里，悄然兴起了一个个小小的美

术馆。早在2022年的东昌新村的

“星梦”自行车棚（见下图），就举办

过“三星堆展”，布置好的展板上有

三星堆的太阳神鸟金饰、石壁等。

这是从2021年上海大学博物馆举

办的“三星堆展”引入的。到了

2023年，“星梦”自行车棚又引入了

“龙门石窟展”。上大博物馆的志愿

者还在现场为居民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让本来只是来取车的人也对

中国历史、文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23年6月，陆家嘴街道市新

小区15号楼新加的电梯里，挂上了

两件中国画院藏品的复制品——虚

谷的《春波鱼戏图》和《白猫图》。打

开电梯，满眼“惊艳”。2023年9月，

鞍山四村第三小区“楼道美术馆”又

启动了，光绘摄影工作坊、蓝晒摄影

工作坊和社区版画工作坊也随之启

动，惠及周边居民。今年初，一个霓

虹闪烁的“三星堆神树”出现在凉城

新村街道复旦小区的门卫室里——

这就是全国首家开设在社区里的

“门卫美术馆”……

“社区枢纽站”暗暗推动
由曾经担任过美术馆馆长的王南

溟主持的“社区枢纽站”，就是这些社

区、新村里小小美术馆的推动者。他

不仅趁着“城市微更新”的良机，说服

社区、街道管理者进行空间美化，也植

入了各种让周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就

能感受到美的活动。例如，凉城三村

的小巷书屋升级为“小巷美术馆”之

后，举办了“小巷故事：9张老照片与居

民口述”等活动。王南溟发动居民，挖

掘生活里的人的感情与故事，与大家

一起分享周边的暖意和温情。

这就像是“星梦”自行车棚的“三

星堆展”的后续发展一样——起初，是

上大师生为居民讲解，后来就是居民

自己成为讲解员为邻居讲解。美的硬

件、美的空间，会带来瞬间的惊艳，但

是要让周边居民对这些小小美术馆有

感情，常往来，需要真正触动他们对美

的追求与向往。

两个小区的文化活动角
王南溟携手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艺术社区”研究生课程的建设者耿

敬，一起推动这些小小美术馆的发

展。他们认为，“社区美术馆不能以空

间面积来衡量，因为在创造美的过程

中，居民的动线遍及整个社区——他

们的活动范围就是社区美术的范围。

因此，有社区就有艺术，艺术大空间

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小小的美术馆。”

当他们发现复旦小区“门卫艺术

馆”和凉城三村“小巷美术馆”仅一墙

之隔之后，就打算打破围墙，让两个

美术馆“相遇”。“因有艺术，小区无

墙”的计划浮出水面。他们与两个不

同居民区的书记进行了沟通，大家称

赞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昨天正

在为“小巷美术馆”户外创作雕塑作

品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家李秀

勤来到现场，他的雕塑恰恰需要居民

收集素材才能完成。代表上海财大

“艺术社区”暑期调研团队的指导老

师、社会学系副教授孙哲也来了，他

正带着学生参与凉城艺术社区的实

践……随后，凝聚着周边居民收集到

的材料、由李秀勤创作的雕塑作品，

会在“小巷美术馆”落地。接着，围绕

这个雕塑，会进一步优化、美化周边

环境……

这个项目让艺术家、大学与社区

的探索性美学实验浸润日常生活。

原先停留在美术理论史上的“艺术动

员”这个创作方法，发挥了社会公益

效益。无论是仅仅一个电梯里的“画

展”，还是打破围墙的“小巷美术馆”，

最终激荡的涟漪会从艺术生活波及

社会生活。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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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小区和凉
三小区两个居民区
负责人，昨天各持一
把钥匙打开了“小巷
美术馆”的两扇门，
开启了两个社区美
术馆的共融计划（见
右图）。这是上海的
各个社区、新村小美
术馆的第一次“两者
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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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打工奇遇
怎能演出王安全

让让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美起来美起来

■ 蒋奇明在《边水往事》中饰演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