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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在图书馆过
巴金先生曾说：“每个人都有春天”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今天下午，由刘

海粟美术馆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呈现的

“当代海派名家 ·双人展系列”之四在刘海粟

美术馆登场，为上海的春节假期展览增加了新

看点。两位主角均是驾驭水墨的高手——陈

家泠和谷文达，两人同为绘画大师陆俨少的弟

子，却走上了不同的水墨探索道路。时光荏

苒，当年的青葱少年如今已是艺术前辈，壮心

犹在，锋芒锐利。

展览标题起先不知如何定名，策展人石

墨和学术主持林明杰索性邀请两位艺术家各

自书写一个名词，概括自己的抽象风格，于是

就有了标题“幻火 ·喜雨”。火与水，冷与热，

预告着一场特别的对撞。

陈家泠是大家都熟知的艺术家，但80高

龄的他有了新变化，这场展览中，他藏起了过

去被人熟知的形象“莲和荷”，仅用线条和墨

点主导创新。在《自然的痕迹》中，陈家泠利

用材料的微妙变换，在同一件作品中，拼接

不同的纸张，获得了蒙德里安式的冷抽象的

装饰效果。另一件巨作《沁园春 ·雪》并非传

统的书法诗抄，而是一种情绪的诱导，非写实

的书法。

很多人都知道陈家泠是陆俨少的学生，

但很少有人知道风格前卫的谷文达也是陆

俨少的得意门生。但恰如刘海粟以“艺术

叛徒”自称，谷文达也说自己是陆俨少学生

中艺术风格最不肖者，一路走来，“离经叛

道”已成为他的标签。本次展览，谷文达拿

出了两个系列的作品，一是他已持续30年

的著名作品《联合国》中的一件装置，是他用

在全球范围收集人类头发所制；二是《西游

记》水墨画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将在上海首创性地

结合AIGC进行水墨艺术的二次创作，通过

将艺术家作品投喂及再次编程，生成10分钟

的虚拟《数字海韵》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伴随

小提琴演奏家的琴声在刘海粟美术馆的大屏

中作为高潮，点亮启幕之夜。

“当代海派名家 ·双人展系列”展览以五

年为期，聚焦新时期以来成长的标志性艺术

家，通过“双人对比”的形式，诠释“传统与当

代”之间的接续与碰撞，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派

艺术也是中国绘画生命力的源泉。

展览持续到3月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陈家泠谷文达 上演“幻火 ·喜雨”

■ 陈家泠书法装置《自然的痕迹》（上图为原

图，下图经过和艺术家现场共创） 林明杰 摄

蛇年春节，上海影视乐

园将于1月28日至2月4日

举办“吉祥蛇影 ·暖映新春”

新春庆典，以经典电影为主

题，还原五大经典作品场景，

让游客“一秒入戏”，感受老

上海滩的年味与海派魅力。

此外，乐园还筹备了舞狮、变

脸、打铁花等民俗表演，为游

客带来丰富的非遗体验。

舞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

民间艺术，起源于驱傩仪式，

后逐渐普及。南狮和北狮各

具特色，充满阳刚之美。舞

狮表演里的狮子也被视为吉

祥物，舞狮表演还是驱邪避

害的祈福。每逢佳节或重大

活动，舞狮增添欢乐气氛。

在乐园主舞台，今年还

将上演中国杂技和川剧变

脸。其中，中国杂技在全球

杂技界一枝独秀，以高超的

表演技巧和独特的东方神韵

令人惊叹、惊喜。杂技也是

我国最早走向世界舞台的民

间艺术。千百年来，杂技都

是新春游园会的“主角”之

一。川剧变脸，则是中国传

统戏剧剧种川剧独有的表演

的特技，不仅拥有一秒可以

“换脸”的技术手法，还能揭

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

情的瞬间变化，亦即把不可

见、不可感的抽象情绪和心

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

体形象——脸谱。变脸，是

国家级非遗项目，也像是电

影的叙事手段——一张张有

故事的脸，令人浮想联翩。

如果从主舞台挪步“黄河

路”，还可能会撞见《梦回

1990》的怀旧舞蹈串烧，舞者

将身着上世纪90年代的经

典服饰，以精湛的舞技演绎着那个时代的风情。

熔化的铁汁化作金色的漫天火雨，铁花旋转

着飘落，寓意着吉祥散落人间。作为乐园逢年过

节必登场的人气项目，去年不少游客就表示是“特

地为看打铁花来的”。打铁花，是流传于豫晋地区

的“传统烟花”，也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今年春节，乐园不仅依旧保留“赤焰金壶 

非遗铁花盛宴”，更有火刀特技和火壶表演，期待

新春更“火”。

去年春节，上海影视乐园举办了“辰影之约 ·

有侬则灵”新春游园会，让游客体验到十余档民俗

表演，入园人数创下五年之最，同比2018年新春

假期入园人次增长33%，同比2021年客流量增长

22%，消费金额增长53%，其中非门票收入增长

401%。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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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申遗”纪录片
巴金图书馆将从小年夜开始为公众上

线春节文化大餐，文化年礼市集、冯骥才讲

“春节申遗”、黄永玉《过年》纪录片特别放

映、主题印章发布等，邀请读者一起迎接

“我们的春天”。这也是巴金故居所辖场馆

第一次在春节向公众开放。

小年夜，2025·春之声巴金图书馆文化

年礼市集将在巴金图书馆一楼数字阅览室

向读者开放。市集集合多家出版社、杂志社

的文化内容产品，包括作家金句趣味文学系

列、经典《繁花》系列、快乐老头黄永玉系列、

非遗年味系列、外国文豪系列等多个

系列的文化创意产品和书刊，让读者

感受优质文化产品的魅力。

大年初二起，巴金图书馆将打开大门，

向读者开放，灵蛇迎春——巴金图书馆过

大年主题印章同时发布。2025年新春，巴

金图书馆特别设计、制作了蛇年主题年画，

并把两幅年画制作成套色印章、静电贴窗

花、装饰画等在馆内各处精心布置，邀请读

者前来体验。

春节申遗成功离不开作家冯骥才。他

用近20年的时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抢

救工作。初三下午，巴金图书馆将举行看

片会，放映《文化十分：冯骥才》《中国木版

年画申遗》《用美好的年文化过好年》三部

纪录片。2012年龙年除夕前三日，画家黄

永玉先生在女儿黄黑妮的陪同下，与导演

杨凡倾谈了人生中的点点滴滴。这些茶余

饭后的片段，剪辑成《过年》。大年初四，巴

金图书馆看片会为读者安排了《过年》的特

别放映，从过年聊人生，叙茶话。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上海图书馆给到

馆的读者拜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今年大

年初一，

上海图书馆

淮海路馆入馆前

100位读者、上图东馆入

馆前200位读者（南、北门各

100名）可获得新年对联套装一份。据

悉，春联文字“福气满满”出自上图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吴湖帆四欧堂本《九成宫

醴泉铭》。

在淮海路馆一楼大厅，迎接读者的

将是“‘画’说百姓美好生活主题年画、宣传

画展”，展现20世纪50—80年代上海人民

群众生活的多个方面，温暖的画面反映了

城市的烟火气。除了艺术画作之外，展览

还将展出画面中部分具有年代感的“老物

件”，带领读者重温城市的“老味道”。

在淮海路馆第一展厅，上海图书馆联

合上海书画出版社，共同推出“翰墨千载

魏晋风流——中华书画名品临摹创作新春

特展”，立足于上海图书馆丰厚的馆藏碑帖

尺牍，聚焦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芝、钟

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家名帖进行临摹创

作，为观众勾勒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美

学流变与发展脉络。

上海少儿图书馆长风馆三楼将举办主

题书展“魅力中国 ·属于我们的宝藏”，展出

从我国的遗产名录中挑选出的40个知名度

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以及自

然遗产项目，通过主题书展、现场互动挑

战、线上共读会、专家讲堂等活动，激发孩

子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对中华文化的自

信。同样在长风馆举行的“陨石与繁星：鲁

克文献捐赠展暨鲁克百年诞辰纪念”展上，

少儿文艺工作者鲁克家属慷慨捐赠的277

种、308册珍贵的纸质文献资料，为观众提

供深入了解鲁克及其时代的机会。

在非遗版春节里，感受非遗技艺。年

初二，浦东图书馆的新春活动中，将邀请读

者体验源自2000多年前的楚国漆艺，用大

漆工艺制作漆扇，还有捏面人等非遗活动，

带来新年福气。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巴金先生曾说：“每个人都有春天。”2025年的春
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是位于武
进路455号的巴金图书馆开馆后的第一个春节，是
上海图书馆无数个在大年初一迎接读者的春节，是
上海少儿图书馆用各种方式吸引小读者的第N个春
节……在图书馆过春节，过一个书香节日，会是许多
爱书人的节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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