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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热门的大型艺术展览，能

够身临其境、目睹瑰宝的观众毕竟

是少数，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

生活和审美精神的需求，使短视频

平台上的艺术展览成为一个吸引流

量的门类，但常常见到的是“某某看

展”“三分钟带你看完某某大展”类

账号。这类内容看似以“接地气”为

名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打开一

看却是夸张扮丑的肢体动作、莫名其

妙的戏谑化“反美学”传播方式。在

唯流量的狂欢里，短视频时代，艺术

传播更需要美。

这类账号普遍采用“工业化创作

模板”：用猎奇标题吸引点击，快速切

换镜头制造视觉疲劳，插入网络段

子替代专业解读，结尾必现“求点

赞”话术。例如某期解读毕加索立

体主义作品的视频，仅用“这画像被

门夹过？”等肤浅比喻概括艺术革

新，却对非洲原始艺术的影响、战争

创伤与形式突破的关联只字不提。

这种“段子式解读”用娱乐化叙事取

代了严肃思考。

某当代艺术展短视频仅用15秒

展示作品局部：一只悬空的机械手

臂反复抓握空气，标题写“当代艺术

就是故弄玄虚？揭秘百万造价的

‘智商税’”。创作者刻意回避了作

品《机械缪斯》的完整阐释——该装

置探讨AI时代人类创造力危机，机

械臂抓取动作象征算法对艺术生产

的侵蚀。短视频通过截取争议性

片段，将复杂艺术议题简化为“值

不值钱”的讨论，评论区充斥“看不

懂等于高级”“不如农村铁匠”等二元

对立言论。

一些艺术类短视频中充斥着对

艺术家的不尊重，比如将梵高自画像

戏称为“精神病院证件照”，用“割耳

是因为追妹子失败”等胡说八道来消

解艺术家的精神苦难，误导观众，甚

至还有视频宣称“看不懂抽象画是因

为画家在骗钱”。

为了拍摄展览短视频，一些博主

在博物馆拍摄时将展柜玻璃当作“反

光板”调整自拍角度，在展品前为了

摆拍打卡要求其他观众为其让出最

佳位置，占据一个机位大声地滔滔不

绝，形成文化空间污染，影响其他真

正爱好艺术的观众的观展体验。

有一些美术馆短视频采用了固

定模板，无人机俯拍展厅开场后，慢

镜头聚焦观众惊讶表情，AI语音朗

读维基百科式解说，结尾必现网红打

卡点，配乐统一使用“疗愈系”钢琴

曲。

一些艺术机构推出的学者解说

类短视频，正在以学术深度对抗短视

频的娱乐化，如故宫《丹宸永固》系列

用3分钟微纪录片形式，通过学者口

述揭示太和殿脊兽的哲学意涵，详尽

地向世人讲述着紫禁城的故事，这其

中凝聚着一代代工匠的妙手与巧

思。在漫长的接力中，每个故宫工作

人员付出的时间与责任，最终留下了

红墙黄瓦和流光溢彩，更留下了可以

再说600年的紫禁城。

艺术展览类短视频本应是“美学

的桥梁”，而非流量的祭品。当“某某

看展”用戏谑消解崇高、用低俗替代

思考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艺术的尊

严，更是一个精神高度。悖论在于，

艺术展览类短视频既为大众接触艺

术提供了“前无古人”的便捷入口，又

因流量逻辑的侵蚀威胁着艺术本体

价值的存续。短视频平台对艺术展

览的呈现，形成了一套与经典美学体

系截然不同的“流量美学逻辑”。而

唯有让流量回归工具属性，让美学重

掌话语权，才能真正实现本雅明所说

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救赎”，也才

能真正实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

想图景。

著名海派书画家、篆刻家、西泠

印社副社长童衍方策划的《宝甓斋

藏 ·然犀室印迹》（见上图）原拓印谱

发布暨来楚生先生作品鉴赏会，日

前在浙江西泠印社举行。来楚生以

书、画、印三绝名扬四海，今年2月

是其逝世50周

年，浙沪两地携手举办了

金石篆刻的学术纪念活动。

然犀室是来楚生先生的书斋

名，《宝甓斋藏 ·然犀室印迹》是童衍

方从收藏中臻选出老师的80方篆

刻作品的原拓印谱。80方印的边

款形式颇有看点，包括篆书、魏碑、

行书、草书等，创作时间从上世纪

30年代到70年代，贯穿了来楚生先

生一生的创作轨迹，兼备学术价值

与艺术价值。

1970年童衍方拜来楚生先生为

师。他回忆，来先生是一个孜孜于

创作、不太交际的艺术家，但却把书

法、绘画、篆刻同时推向了一个很高

的点。他还将80本原拓印谱的“天”

字号第一本捐赠给了西泠印社。

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上海

中国画院在程十发美术馆主办了

“游刃乾坤——近现代海派篆刻的

崛起暨来楚生、陈巨来、叶潞渊篆刻

学术特展”。这是上海中国画院举

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篆刻学术展。

展览第一单元“颉颃吴齐”是来楚生

先生作品展示的独立单元，展出了

其篆刻精品三十余方。上海中国画

院所藏的“东风得意”“大胆闯”等精

品苍浑大气，雄厚古拙，其内容也体

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肖形印作为

来先生的独诣之能，多样广泛，简约

精当。多件来楚生的书法、绘画作

品，也为观者更深入而立体地品读

其篆刻作品，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

佐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种地吧》第三季昨天开播，节目

延续前两季的优势，去探索更加广阔

的农业天地，去耕耘新的土地。近

来，《种地吧》《燃烧的月亮》《田间的

少年》等多档农业题材综艺节目如黑

马，在大屏小屏上异军突起。从最初

的小众探索，到如今收获广泛关注，

这类综艺的火爆并非偶然，而是在内

容、形式、受众情感等多方面精准发

力的成果。

在《种地吧》中，几名年轻人暂别

城市，从春种到秋收，全程参与农作

物的生长周期，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

丰收的果实。这份对农业生产过程

的真实记录，让观众真切体会到泥土

的厚重和劳动的意义。观众看着年

轻人从农事“小白”成长为熟练的新

农人，在烈日下挥洒汗水，收获时满脸

喜悦，仿佛也置身于绿色的田野。这

种真实的力量，是农业综艺打动人心

的根基。此外，另一档综艺《燃烧的月

亮》，通过独特视角，展现女性在农业

领域的探索与成长，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田间的少年》，第一季中少

年们承包收购站、采摘和售卖柑橘，

为当地果园农户增收贡献力量；第二

季里他们学习茶叶知识，体验茶民生

活，推广信阳茶叶。《岛屿少年》则将

13位不同背景的少年汇聚在福建福

鼎嵛山岛，他们通过向游客征求建

议、与岛民深度交流等方式，完善对

岛屿文旅发展的设想，提出相应提

案。《令人向往的种豆》围绕种植展

开，让嘉宾体验种豆等农业生产过

程。《山水间的家》融入对乡村文化、

民俗民情、历史内涵的关注……

农业综艺还在不断探索跨界融

合。“农业+美食”的组合，让观众在

了解农产品种植的同时，品尝到乡村

美食的独特风味；“农业+文化”深入

挖掘乡村的民俗文化、传统技艺，让

古老的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农业+科技”展现了现代农业的魅

力，让观众看到农业不再是传统印象

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出道

吧！科技小院》中，就记录了嘉宾们

与古生村科技小院师生一起助力农

民增产增收的真实故事，将农业新技

术与传统农业文化相结合，既解决了

实际生产问题，也让观众大开眼界。

农业题材的综艺节目在快节奏

的城市生活中，为观众提供了一方宁

静的田园，也让年轻人更了解农业和

乡村，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认知差距。

另一方面，不少农业综艺节目的创作

者与当地政府、企业合作，打造乡村

综艺IP，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

等产业发展，为乡村带来实实在在的

经济效益。

当然，农业综艺也面临着一些挑

战。如何在保持真实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节目形式，避免同质化；如何更好

地平衡娱乐性与教育性，让观众在轻

松观看的同时，真正学到农业知识和

乡村文化……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农业题材综艺为观众打开了一

扇了解乡村的窗口，也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活力。未来，期待这些综艺能

够继续深耕土地，挖掘更多乡村故

事，让乡村的魅力通过屏幕传递到更

多人的心中。

本报记者 吴翔

以真实与创新奏响乡村乐章

农业综艺
“破土”而出

沪浙两地纪念来楚生先生逝世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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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拓印谱《宝甓斋藏·然犀室印迹》问世

■《种地吧》第三季海报

■ 梵高自画像戏称为“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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