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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策展人青年策展人““有苗头有苗头””上海展览上海展览““有看头有看头””

其实对于“金字塔之巅：古埃
及文明大展”大家一直有一个疑
问——埃及人怎么对上海这么
好？不仅把埃及国家博物馆里的
重量级文物借给上海博物馆，就
连萨卡拉的最新考古发现也直接
从考古现场运到了上海，有的文
物甚至连他们本国的考古专家都
还没有看到过。

对此，“金字塔之巅”的首席
策展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颜
海英向青年报记者一语道破天
机。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策展
而策展，他们的团队与埃及在考
古方面的合作在很多年前就开始
了，萨卡拉考古发掘就是由中埃
两国联合考古队共同完成的。

此次展览的另外一位策展
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薛江，
就是萨卡拉考古现场工作领队。
他向青年报记者如此讲述当时考
古的震撼场景。“沙漠温度47摄氏
度，墓室里温度高达70摄氏度，我
们被吊下十几米的竖井幕，在一
层层堆叠起来的十几具棺木中，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具异常精美、
无比完整的‘绿脸棺’。”“绿脸棺”
这次也来到了上博，成为展览的
一大亮点。

策展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信
任培养的过程。这也是颜海英担
任策展人的一个基本的经验。你
不可能一拍脑袋想做一个展览，
才去和文物的所有者谈判，这是
很难成功的，即便对方勉强同意，
也绝不会拿出重量级藏品给你展
出。也就是在萨卡拉考古等一系
列合作的基础上，中埃两国的文
物部门建立了充分的信任，而此
次“金字塔之巅”展得以成功举办
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虽然上海和埃及首都开罗相

距长达7500公里，但是在“地球
村”的时代，中国观众其实对埃及
文物一点也不陌生，甚至大批游
客还远赴埃及现场看展。那“金
字塔之巅”展到底要怎么定位才
能体现独特性，才能吸引中国观
众呢？对于这个问题，颜海英和
她的团队讨论了很久。埃及方面
已经为展览打开方便之门，可挑
选的文物很丰富，这反而给策展
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和埃及都拥有辉煌悠
久的古老文明，我们的一个定位
就是要在展览中体现中埃两大文
明古国的对话。这是过去任何埃
及展览都没有涉及的领域。”颜海
英表示，她相信中国人看古埃及
文物，能产生强烈共鸣。因为古

代中国和古代埃及都是农耕文
化、大河文化，相似相通之处较
多。宏观而言，有“天人合一、祈
福来世”的宇宙观、哲学信仰，都
追求“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喜爱
与自然和谐相处；微观而言，文化
和艺术成就亦相映成趣，包括充
满想象力的象形文字、精雕细刻
的礼器等。

所以在展览中，除了古埃及
文物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古代文
物与之对比，人们甚至可以看到
清代学者得到古埃及文字石碑后
所做的拓片。

当然，一个展览光有高远的
站位还不够，还需要一些新奇和
有趣之处。萨卡拉最新出土的文
物当然就算得上“新奇”的了。毕
竟很多都是“热辣滚烫”地从考古
现场搬运过来，上海观众是全球
第一批见到这些文物的幸运儿。

“有趣”的地方也很多。比如颜海

英策展团队这次就抓住了“猫神”
这一点。

说到古埃及的猫神，颜海英如
数家珍。她告诉记者，萨卡拉地区
发现的猫神庙遗址，是埃及境内存
世不多的猫神庙遗址之一。猫神
巴斯泰特（Bastet）被尊崇为与欢
乐、生育、保护家庭和孩童有关的
女神。有时以猫头人身的形象示
人，像女子一样手提小挎包，戴着
珠链、护符；有时直接以猫的形象
示人，姿态优雅，神情与宠物猫不
同，看起来十分高贵。猫神的信徒
大部分为女性，猫的各种特点更符
合她们的审美。

猫神不仅符合古埃及人的审
美，也很符合当今中国人的审
美。颜海英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
展览的一大看点，所以她和上海
博物馆策划推出了可以携猫入内
观展的“博物馆奇‘喵’夜”，这也
成了新的城市文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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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上述三位上海策展人

的采访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当策展人绝对是有条件的，

不是谁都可以当策展人的。首

先，策展人必须是某个领域的专

家，对这个领域有宏观和微观的

了解。其次，策展人必须有高屋

建瓴的能力，能够从自己所了解

掌握的专业知识中提拎出能让

普 通 老 百 姓 接 受 的 观 点 和 视

角。这便是策展的思路。当然，

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更关键的

是，策展人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拥有足够调配资源的能力。

不过，这三个条件是对全国

所有策展人来说的。但还有一个

问题值得追问，就是上海为什么

总会有那么多优质展览？这和上

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环

境有很大关系。世界上的各种文

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知音，这里

的人们对自己不了解的文化，也

愿意去倾听去理解，总是抱着一

份欣赏的态度。也就是这样的文

化土壤，才能够孕育出更多优质

的展览。所以上海成为中国的艺

术展览之都有其必然性。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正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
“西风塔影——托马斯·阿罗姆版
画里的中国宝塔”在很多读者眼
里是一个奇特而有趣的展览。如
果有这样的观感，95后策展人吴
祉安就会很有成就感，她的目的
达到了。

吴祉安告诉青年报记者，关
于托马斯·阿罗姆一直以来有两
个问题。其一，他没有来过中国，
所以他的《中华帝国：古老的风
光、建筑和习俗》一书被认为可信
度不高，甚至被定型为商业性和
娱乐性。其二，国内很多机构都
举办过阿罗姆的展览，大同小异，
所谓“眼中了了，心下无多”。再
举办此人的展览，如何出挑，是一
个考验。

而吴祉安在策展中发现，阿
罗姆笔下出现了大量中国宝塔
的形象。宝塔本就是欧洲中国
风艺术品中的重要元素。展览
便以宝塔为核心，提炼出以南京
大报恩寺塔为原型的经典宝塔
形象、中国宝塔名胜、宝塔与地
理知识、作为人类活动背景板的
宝塔这几大专题分类。“我们跳
出原书图文中纯粹的介绍性视
角，通过以宝塔形象所代表的欧
洲中国风艺术与中国知识对阿
罗姆的插图进行重新观照。整
个叙述思路就已经将这次展览
与其他的阿罗姆展览进行区别，
成为值得关注的亮点。”

而上图年轻的策展人吴祉安
能有如此灵光闪现，与她的学术
背景有很大关系。她是中国美术
学院的视觉文化研究专业毕业。
她说在众多课程中，有门课对她
这次展览帮助很大，就是中外美
术交流史。这些课程听着有些

“阳春白雪”，但也有些相当实用
的课程，比如博物馆与史学理论，
还有需要我们关注身边艺术现象
的艺术经济学，这会让人“十八般

武艺样样学遍”。不同的专业课
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与观察视
角，丰富的教学内容也提供了不
少史料知识的“干货”，可能是在
策划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后续说
明文字的撰写中用上了。

吴祉安2022年10月入职上
海图书馆，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
却已先后参与了《游目骋怀——
北宋书家的人文之旅》《斯文不
灭——宋代摩崖石刻里的文字
风景》《点石成金——点石斋画报
里的时事与新知》《万年家庆——
寻访传统人家的新春年画》等展
览的策划，加上这次《西风塔影》，
就是第五个展览了。

青年报记者问吴祉安，她所
参与策展的这些展览基本上都是

“文献展”，文献在普通观众心里
难免留下“枯燥”的印象。如何让
展览变得有趣？吴祉安对此颇有
自信。她说，趣味性、引人思考，
说的是如何让展览与大众取得共
鸣。要有共鸣，就先要有注目，这
就取决于展品本身的魅力以及我
们如何发掘、放大它的魅力。有

些展品具有先天优势，比如说年
画。但更多时候，他们的展品外
观可能更“小微”。“点石成金”里
的《点石斋画报》，对页打开也就
三十多厘米。文字是蝇头小字，
图画是黑白线条，容易给人产生
视觉疲劳。“我们选了一些比较有
意思或者有纪念意义的插图，比
方说有被画成照相机的X光机，
还有按照中式书房想象的西方图
书馆。我们用这些乍一看风马牛
不相及的画报新闻，辅以说明文
字，不仅给读者展现了晚清的西
洋景，也向读者讲述那个时候包
括画家在内的上海市民是如何想
象与理解新事物的。”

作为年轻一代策展人，难免
会在策展上打上年轻人的烙印，
体现时代感。对此，吴祉安表示，
虽然年轻人各有各的性格，但有
一点她觉得是共通的，就是“干
劲”，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不
断努力。“我想，秉持专业精神，对
展览内容的不懈打磨与对专业内
容的严格把关，也是我们年轻一
代策展人的印记。”

最近，“胶集”黑胶共享空间
主理人沈莉又忙碌起来。作为
一名90后策展人，沈莉在上海过
去一直以策划黑胶唱片展览著
称，但是这回第三次受邀继续为
进博会党群服务站策展时，她别
出心裁，在保留“初心咖啡”红色
展陈之外，将绘画也融入进来，
与黑胶同时呈现。绘画都是一
些世界著名咖啡馆的场景。比
如巴黎的花神咖啡馆、穹顶咖啡
馆、双叟咖啡馆、和平咖啡馆等，
在那里有当年中共旅欧支部（旅
欧少年共产党）的精彩故事。而
唱机里则播放着百多年前法国
巴黎香颂的珍贵声音。唱片声
音和绘画场景必须匹配，要呈现
历史的准确性。这是此次展览
策划过程中的一个难点。“我们
想通过音画同展，让参观者身临
其境地去追寻与思索中老一辈旅
欧共产党人当年求真、学习、生
活、战斗的足迹。”沈莉对青年报
记者说。

1993 年出生的沈莉曾是一
名模特，在故乡苏州的模特圈里
名气颇响。但她心里一直有一
个“黑胶梦”。这源于她那位狂
热的黑胶爱好者的父亲，在小镇
的老宅里，父亲的黑胶唱片机时
常响起，一群年轻人伴着舞曲翩
翩起舞，其中就有沈莉的母亲。

“可以说，父亲就是用黑胶唱片
追到母亲的吧。”

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沈莉策
划的一系列有影响的黑胶主题
展览，比如纪念贝多芬诞辰250
周年黑胶唱片特展、上海电影博
物馆“胶声入影”特展、“红旗下
成长与歌唱”共青团特展、少先
队歌曲唱片微展等。当然她记
忆最深刻的还是2021年的“红色
声音 百年传颂——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音画展”
及巡展。

这应该是建党百年之际，国
内唯一的用黑胶唱片及其他音
像历史资料来举办的特展。为
此沈莉提前了一年的时间进行
精心筹划与准备。因为要用黑
胶唱片及其他音像资料讲述中
国共产党伟大的百年征程，对于
她这个青年党员来说，既光荣又
艰巨。主要的困难还是在于相
关黑胶唱片资料的搜集和整
理。比如列宁一百多年前的讲
话唱片，就是他们分别从俄罗斯
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私人藏
家手里转让获得的。而如毛泽
东和周恩来的珍贵讲话黑胶唱

片也是从中国顶级黑胶藏家手
里借展的。

沈莉告诉记者，策展人有两
个最基本的要素。首先当然是
要有策展思路，思路的高低好坏
决定了一个展览的成败。当然，
只有好的思路还远远不够，更关
键的是一个策展人手上能够调
用的展览资源有多少。就拿黑
胶唱片策展来说，只有掌握大量
的黑胶资源，这样策划任何展览
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沈莉告诉青年报记者，和其
他展览不同，黑胶主题展对策展
人有着全新的要求。“举办一个
黑胶展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相
关主题的丰富的黑胶唱片收
藏。没有收藏，一切都无从谈
起。但这还不够，还需要策展人
对黑椒文化有着丰富的知识了
解和积累，这样才能够抓住重
点，直切主题。”另外，策展人必
须是懂美的，如何将黑胶唱片内
容进行艺术化的呈现与展陈，并

且与多种文化互相融合，这很考
验策展人的能力和水平。

最近，因为在黑胶文化推广
方面的出色成就，沈莉加入了上
海市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上海
青文联），还成为了上海市音乐
家协会会员。“加入上海市青文
联和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不仅能
够提升我的专业地位，还能够为
我的主理人和策展人生涯带来
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近期我
又荣幸参加了由团市委举办的
上海市新兴青年群体召集人、秘
书长培训班，有幸结识了各行各
业的优秀青年代表，学习良多，
信心倍增。”

说到未来，沈莉表示，她会
继续将黑胶文化创新发展，跨界
融合，并将在已有的黑胶文化的
导赏课，黑胶音乐党课及思政课
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丰富内容
的课件，结合时代潮流，贡献出
更多精彩的、青年及大众喜欢的
黑胶文化艺术展览。

提前介入 策展人获得充分信任

为何上海总出优质展览？

掌握资源数量 决定策展的成败 找准角度“枯燥”文献展也能很有趣

“金字塔之巅”的首席策展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颜海英

“胶集”黑胶共享空间主理人沈莉 上海图书馆青年策展人吴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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