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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黄大年》献礼
改革开放40周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介
影片《黄大年》将于12日起在全国公
映。影片通过讲述战略科学家黄大
年的事迹，讴歌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
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塑造新一代科
技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现了以黄大
年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赤诚的爱国
情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

黄大年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家，生
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
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带领
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
列成就，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
年仅58岁。黄大年逝世后被追授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等
称号。

影片《黄大年》导演成科11日在
京说，这个时代需要弘扬英雄、讴歌
英雄，更需要走近英雄，而英雄首先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把他作
为一个普通人来塑造的时候，就会发
现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闪光点。我
们塑造黄大年是通过他的夫妻情、父
女情、同学情、朋友情、师生情，通过
多方面的情感纠葛，来表达一个立体
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据新华社电

“故宫口红”为何争议不断？
故宫的文创产品开发虽然晚于

上海博物馆等，但后劲十足，近年很
多文创产品都是爆款。不过这次故
宫的步子迈得有点大。在做了很多
生活小饰物，甚至推出了故宫月饼之
后，这次故宫推出了美妆系列。

前天，一篇《故宫口红，真的真的
来了》的文章已在朋友圈疯转。6款

“国宝色”口红意味着故宫踏入了化
妆品界，其外观均从后妃服饰与绣品
上汲取灵感，以黑、白、赤、青、黄五色
体系结合“宫廷蓝”底色，并饰以仙
鹤、蝴蝶、瑞鹿等图案，售价为 199
元。同时推出的还有售价为99元的

“故宫美人”面膜。记者了解到，除了
故宫口红和故宫面膜之外，很快他们
还将推出高光、腮红、眼影等文创产
品。

不过虽然故宫化妆品销量也不
错，但是此次的产品一推出并没有得
到之前的一直点赞，反而是争议不

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网友认为，不
管是之前的小饰物，乃至是故宫月
饼，都是和故宫的文化紧密相连的，
比如故宫月饼，就阐释了宫廷月饼的
文化。但是此次故宫美妆系列，除了
包装上有点宫廷的味道外，其内涵和
故宫没有什么关联，文物仅仅成为了
产品的装点。也就是说，这次故宫的
文创产品有点“走偏”了。

博物馆文创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故宫此次的文创开放尝试，

已经有一种观点指出，操作者有对故
宫IP过度消费之嫌。于是出现了一
个新的问题：博物馆文创开发到底有
没有“边界”？

随着“让博物馆文物活起来”、
“把博物馆带回家”的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全国各大博物馆都在大力进行
文创开发。很多文创产品确实让人
耳目为之一新，让人对博物馆文物的
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当然，这也
给博物馆带来了客观的收入。截至

去年 11 月，故宫博物院已研发了
9170种文创产品，每年的销售额超
过10亿元。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很多深
藏馆中的文物都拿出来开发成了文
创产品。一时间人们一度以为任何
文物都可以开发成任何文创产品。
事实并非如此。资深文博界人士汤
可对青年报记者说，国家鼓励博物馆
搞文创产品的开发，除了可以增加收
益之外，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向观众普
及文博知识。也因此，任何文创产品
都应该体现文物的内涵。这就是博
物馆文创开发的“边界”。如果一个
文创产品，只是将一些文物元素作为
点缀，只有文物其表，而没有文物其
里，这就出现了偏差，为了赚钱而赚
钱了。

所以，博物馆文创开发还是要有
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一窝蜂地上马，
而且没有选择地推出文创产品，那只
能让刚刚培养起来的市场受到损失，
是得不尝失的。

爆款“故宫口红”却有走偏之嫌

博物馆文创开发的“边界”在哪里？
博物馆文创事业迈入新阶段。故宫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套价格不菲的美妆系列文创产品。不过

和之前的那些叫好又叫座的故宫爆款不同，此次开放的美妆系列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焦点是博物馆文
创产品开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四川美院八人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刘海粟

美术馆和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川
上同行——四川美院八人展”（上海
巡展）日前在刘海粟美术馆拉开帷
幕。该展览也是刘海粟美术馆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别策划展。本
次参展的8位艺术家庞茂琨、张杰、
冯斌、翁凯旋、罗发辉、刘宇、杨述、
张林，是当年四川美院恢复中考后
的第一批附中学子。40年来，这批
艺术家通过个人的学习与成长、艺
术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将时代精神和个人风格相结合，
以他们的青春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
的发展之路。

1978 年四川美院校园百废待
兴，那一年，四川美院响应国家号召、
恢复附中招生。40个最小年龄仅有
12岁的懵懂少年走进校园，幸运地
成为了四川美院附中恢复招生后的
首批学子。三年附中、四年本科，以
及部分同学考取研究生又继续完成
了三年深造。曾经的同窗伙伴，或留
校任教，不断传承着四川美院的血
脉。

“川上同行——四川美院八人
展”也是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78级
为主题的展览中，展参展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展品最丰富、文献最完整
的一次，集中呈现了八位艺术家的
43件新近创作和近百件珍贵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8件他们附中
毕业、报考四川美术学院时的素描、
色彩和创作考卷，是珍藏37年以来，
第一次公开展出。这也是研究西南
艺术群体、探讨四川画派、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美术教育改革和
当代艺术发展时，最有价值的第一手
史料。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烈火冰心·永恒的玻璃
探索：朱丽叶·勒彼里耶——法国玻
璃现代诗人亚洲个展”昨天在上海琉
璃艺术博物馆揭幕。展览展出了这
个法国百年玻璃艺术世家四代人的
作品，展现19世纪至21世纪的法国
玻璃艺术成就。

“法国玻璃现代诗人”是人们对
朱丽叶·勒彼里耶的赞誉。这位34
岁的艺术家，也是法国著名玻璃艺术
百年世家中的唯一女性创作者。

朱丽叶一开始极为排斥这样光
鲜亮丽的艺术世家血统，也曾用尽一
切试图逃离脱蜡铸造这条艺术之
路。朱丽叶后来考上了巴黎第一大
学，力求通过精英教育，以此远远逃

离脱蜡铸造。但她学得愈多，发现自
己愈为玻璃所深深着迷。在2014年
父亲去世后，她继承了父亲的工作
室。开始了一个作为职业玻璃艺术
家的生涯。

朱丽叶昨天对青年报记者说，在
她眼里，玻璃是一种“固定的液体”，
所以她的玻璃艺术品虽然是静止不
动的，却充满了运动的力量。朱丽叶
还说，她和一个中国的针灸师是朋
友，这位朋友经常和她谈到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气”的概念。“气”也是一种
动态的东西，朱丽叶将此融入了自己
的创作中。她的感受敏锐，思考哲
学，创作多元，有外科手术的精准，也
有诗人心灵的感性。

这是朱丽叶在中国大陆的第一
个展览。展览共展出35组作品，除

了朱丽叶自己的作品外，还有曾祖
父、父亲和叔父各两件作品，在这些
作品中可以看出朱丽叶对于家族血
统的传承，同时也有很大的革新和突
破。这是一个家族成员的对话，当然
也是一个国家一百多年来玻璃艺术
发展史的缩影。

策展人、琉璃工房创始人张毅
说，朱丽叶是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历
年来所邀请的最年轻的国际艺术家，
但世界上没有人像她一样“生于斯，长
于斯”，见识了法国玻璃艺术最辉煌的
历史。对于别人，那是玻璃艺术史，是
一件一件的里程，对于朱丽叶而言，是
她必须摆脱的影子，是她必须跨越的
障碍。然而，朱丽叶·勒彼里耶在玻璃
艺术的世界里，已然展开了一个新的
时代，有了一个新的声音。

用玻璃为你写一首诗

法国玻璃现代诗人作品亮相上海

■文化动态

作为故宫最受青睐的文创产品，《故宫日历》在推广和传播故宫文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