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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记者手记]

据艺术24小时主办方提供给青
年报的数据，在3月23日和24日两
天，有约7000名观众使用艺术24小
时的通票到各博物馆和美术馆参
观。所有参加艺术24小时的博物馆
和美术馆，以及各家画廊，在过去的
周末中一共准备了近70个艺术展览
呈现给观众。而这些精心准备的高
水准展览，成为了吸引观众参与艺术
24小时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

相关负责人告诉青年报，较之去
年第一届，今年艺术24小时让人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观众结构的变化。
过去艺术24小时的主体是一些潮男
少女、文艺青年，他们以观展为时尚，
在各大展馆奔走拍照，十分热闹。而
今年最多的是亲子，父母带着孩子或
者带着长辈前来观展的人占据了主

流。既然将观展作为一项亲子活动，
那当然就是在此过程中有更多的收
获，所以观展更为深入，观展的心态
也更为成熟。

青年报记者在艺术24小时期间
探访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时，对此有
比较深的体会。比如在艺仓美术馆，
这里的“时尚印迹：从毕加索到安迪·
沃霍尔”展本来就是一个时尚展，但
是青年报记者却看到市民吴先生带
着女儿来看展时手里拿了一本《西方
当代艺术史》，吴先生对记者说，要理
解大师的设计作品，必须了解大师的
艺术风格，这样才能站在一个高度去
审视。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这种有备而来，成为艺术24小
时观众观展的一种常态。去年活动
举办期间，一些青年观众制定了攻

略，力求在一天之内看足够多的场
馆，他们比拼的是观展的数量。但是
今年，观众更为趋于理性了。在与一
些观众的热聊中，青年报记者了解，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天最多只看两
三个展览，但这些展览都是有关联
的，所以看起来尤为地深入。

经过了多年的持之以恒的艺术
熏陶和普及，上海正在拥有越来越多
艺术展览的成熟观众。在龙美术馆，
记者看到有四五个青年人结伴而来，
他们都是某个艺术读书会的成员，平
时都做着各行各业，但是艺术欣赏是
他们的共同的爱好。为了观展，他们
准备了翔实的材料，而对于一些艺术
家的评点的专业性并不在一些专家
之下。观众的这种成熟的艺术热情，
在艺术24小时中完全绽放出来了。

今年艺术 24 小时期间，笔者来

到了上海玻璃博物馆。这里共有 6

个展览同时展出，总票价高达 220

元。而艺术24小时的通票却远低于

这样的价格，所以这里成了艺术 24

小时最热门的场馆。

在前去探访的路上，笔者想象着

那里的热闹场面，一定会有大量潮人

抢占先机，一定会是一场拍照秀，一

定是个追逐时尚的舞台。可是现实

却并非如此。固然也有拍照秀，但更

多的是沉浸式地观展和思考。

在玻璃博物馆主楼展厅的二楼，

笔者看到一件特殊的展品。著名艺术

家薛吕用玻璃材质做了一个天使翅膀

一般的装置，取名《天使在等待》。这

件作品在之前展出的时候被一个顽童

打碎了，翅膀折断了，但是薛吕决定继

续展出这件作品，取名为《折》。这个

断翅引发了很多观众驻足思考。

市民秦女士带着女儿在《折》之

前站了很久，她一遍又一遍读着有关

《天使在等待》如何变成《折》的介绍

文字。她对女儿说，艺术品是用来欣

赏的，不是用来玩的，要像爱护自己

那样去呵护艺术。这无疑是最有意

义的一次对于孩子的艺术的教育。

前不久，有报章发表评论，认为

一些市民对艺术的追捧还停留在拍

照发朋友圈的阶段。这可能是有一

点片面了。起码在此次艺术24小时

期间笔者所见的是一种日趋成熟

——艺术家在作品被损坏之后，不是

抱怨不是遗弃，而是将破损作品重新

定义展出，引发思考，这本身体现了

艺术家的成熟；而观众呢，显然接受

了艺术家的呈现，他们理解艺术家，

并能与艺术家产生共振，这些观众其

实也在成熟。

应该说，拍照秀少了，冷思考多

了，这是这座城市艺术发展的幸事。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作为今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一
部分，沪郊金山区的朱泾镇新近启动
了一个“乡村戏曲文化周”，不仅名家
名曲名乐送到村里，乡村文化也多姿
多彩。当地干部说，这是在“送文化”
里“种文化”。

这一个“送”与“种”的理念，在金
山朱泾已坚持多年。“送文化”，送的
是文化的“种子”。而这些“种子”一
定要“种”进村民的心里，激发乡村文
化土壤的自身活力。目前，金山朱泾
11个村相继建立完善了文化阵地，
组建文化团队，千宅万户“种文化”。

镇村两级共有各类文体团队110多
支，文艺骨干 4000 多名，活跃在广
场、社区、乡村的各个角落，全镇呈现

“村村有活动，宅宅有歌声”的良好氛
围。

在此次启动的乡村戏曲文化周
里，来自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
海沪剧院、江苏省张家港市锡剧中
心、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戏曲名家将
走进朱泾的乡村、文化广场、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与当地百姓“零距离”见
面，把戏曲文化送进农家。镇上的文
化干部说，这是“送来新的文化种

子”，这些新种子“种下去”，还会“种”
出乡村文化的新果实。

朱泾是上海的“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这里已把乡村文化再兴作为乡
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让“四季常
青”的文化活动融入村民日常生活，
不断改善和培植文化土壤，厚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发掘乡村文化
的“原生力”，推行以“春送、夏种、秋
收、冬晒”为内容的四季行动，从“送
文化”到“种文化”，再到“收文化”和

“晒文化”，唱响“文化四季歌”。
据新华社电

中国摄影师在澳
举办大熊猫图片展

中国摄影师周孟棋大熊猫摄影
作品展24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
物园举行。展览以“大熊猫和它的家
乡”为主题，共包括50幅作品。

现年65岁的周孟棋拍摄大熊猫
主题照片已有27年。他的照片大部
分拍自中国四川卧龙国家自然保护
区、雅安及陕西富平等熊猫栖息地。

“今年是科学发现大熊猫150周年，
也是大熊猫入驻阿德莱德动物园10
周年，希望大熊猫能进一步增进中澳
两国的友谊。”他说。

阿德莱德动物园园方代表菲尔·
安斯利告诉记者，每年约有40万人
次游客前来观看大熊猫，其中有很多
青少年。此次图片展能让人们更加
了解大熊猫的生活环境。

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领事
张立说，大熊猫是中国文化旅游的一
张名片，在大熊猫来到阿德莱德10
周年之际举办这次展览，是促进双边
文化交流的一次尝试。 据新华社电

“星象·五年”展
亮相刘海粟美术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星象·五
年：水墨当下与未来研究展”日前在
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了上
海当下一群富有活力的艺术家，呈现
他们在近五年来对于学术探索的发
展轨迹和趋势。

本次活动由上海报业集团作为
指导单位、新闻晨报主办。“海上星
象”自2013年推出海上新水墨系列
展览，先后推出“纯粹水墨邀请展”

“毛冬华水墨展”“水墨生灵”草虫题
材名家邀请展等系列活动，已打造成
高品质的海上艺术品牌。“海上水墨”
能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中的独特现象，
这其中归功于上海画家们对于水墨
画有自己独立多元的探索。本次展
览 中更能感受到当今时代中，“上海
画家研究水墨的丰富变化，及未来的
更多可能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毛时安提及本次展览时表示。

展览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出身的
艺术家分为“东成西就”“东去西来”“无
问西东”3部分，以每位艺术家5年的学
术探索发掘为线索，来讨论在中西艺术
之间如何进行技能探索的问题。据了
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

约7000名观众参与了上周末的艺术24小时

观众主体由文青变成了亲子家庭

拍照秀少了，冷思考多了

沪郊基层：在“送文化”里“种文化”

在 刚 刚
结束的周末，
2019 年上海
艺术 24小时

如火如荼。在“一张通票看
遍所有”这样独特的运作模
式之下，找一个时间去逛逛
博物馆和美术馆成了很多
市民尤其是青年人的习
惯。但这究竟是追逐时尚，
还是真正成熟的观展？青
年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玻璃博物馆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