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英:

埃及纪事-尼罗河奔向远方 布面油画 130cm×160cm 2017 年

全山石:

炉灶边
布面油画 120cm×80cm 2017 年

靳尚谊:

穿蓝裙子的女士
布面油画

75cm×56cm

2017 年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穿靴戴帽勾脸挂髯口，

洋学生：找到京剧的感觉了

上海京剧院“Follow me京剧跟我学”

迎来首批海外名校大学生体验———

经过三天的京剧课程体验， 普林斯

顿大学学生在昨天下午迎来了他们最期

待的内容———京剧衣箱与化妆。这 19 位

平均年龄只有 20 岁的青年，漂洋过海来

到中国， 利用暑假时间到上海京剧院学

习体验京剧。 要说京剧对他们吸引力最

大的， 莫过于那些精美绝伦的服饰和色

彩丰富的妆容， 一连经历三个上午的硬

底子基本功训练，穿上戏服、踩上高靴、

戴上髯口的那一刻， 学生们一阵惊呼：

“终于找到感觉了！ ”

这感觉是渐进培养而来的。 体验化

妆和服饰前，老师先从衣箱理论开始。传

统戏曲里，蟒、靠、帔、褶、衣，五大类戏服

又有许多细分，哪些服饰对应哪些角色，

每种戏服类别又有哪些特点……这些内

容，不必说是给外国人讲解，就是给中国

学生解释，也很费力。可大学生们却认真

做起了笔记，涉及太多专业名词，许多洋

学生的中文听力不足以应付， 班上的华

裔学生就充当起了助教和翻译。 原定半

小时的课程， 在学生不断的举手提问中

足足上满一小时。

理论课上完，走进化妆间，眼前花花

绿绿的油彩锁定住了学生们的视线。“白

色油彩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用的粉底差不

多，只是颜色更白？ ”一个学生提问的档

口， 体验上妆的姑娘小伙脸上都多了一

层粉白色。化妆老师解释，相比于一般的

粉底液，油彩更厚重，往往后续还要上一

层粉定妆， 为的是在舞台高温与剧烈运

动下，妆面保持整洁干净，所以与粉底还

是有些区别。粉白油彩打底完，化妆师又

用刷子沾取玫红色在眼周如水墨般晕染

开。 老师补充：“其实京剧的妆面艺术有

如水墨画，擅长使用颜色的晕染，线与面

的结合，可见中国传统美学是相通的。 ”

这样的边体验边教学， 让围观的两

位男学生跃跃欲试。 一个成了鼻中央一

个“豆腐块”的小花脸；一个成了红白勾

脸的孙大圣。妆还没上好，就忍不住挤眉

弄眼， 围站一旁的同学忙不迭用相机记

录下这些有趣的时刻。 逼仄的化妆间站

着围观难免视线遮挡， 有的姑娘索性脱

了鞋搬凳子趴在化妆镜前，痴迷地望着。

这边厢旦角还在贴头片， 那边厢老

生凯文已经穿上了白蟒服、踩上了高靴。

再加上帽子和髯口，一个《二进宫》中的

杨波已然立在眼前。 没等老师教授老生

的亮相姿势， 凯文先来了一个武生的弓

步，引来一片笑声。 初来乍到第一周，洋

学生就被安排上了基本功训练， 一些基

本的手、眼、身、法、步动作都有涉及。 不

过相比专业演员， 不管是针对男生设计

的京韵操课程， 还是针对女生的水袖组

合训练，难度都降低很多。连续几天从早

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的训练， 虽然踢腿绷

脚面着实吃力，不过洋学生的热情很高，

甚至还有位美国女生莉欧娜“串课”到男

生组，主动学习难度更高的基本动作。

相比于其他同学的机灵古怪， 个子

高挑的莉欧娜反倒有些害羞。 可她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 却表露无疑： 一口普通

话虽不算流利却发音标准； 刚一落地上

海， 就到小店淘来一件刺绣衣服； 虽然

没看过一出完整京剧， 但梅兰芳的名字

却早有耳闻； 她还有一个更被大家熟悉

的中文名白乐雅。 记者惊异于莉欧娜的

汉语听说能力， 她解释说， 自己所在的

马里兰州， 在初中开始就设置了中文课

程， 加上她身边还有几个同龄的 “中国

迷”， 平日里大家互相纠正发音， 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 中文这一学就是六年。

初来乍到， 唱京剧太难不一定学得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定要把这么

棒的戏曲艺术带回国分享给同伴！”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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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前，上海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内的展

品，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深度信息，只要动动手指，观

众便能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是日前召开的全市文物工作座

谈会传出的消息。 记者获悉，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发

展的背景下，沪上的文物保护正努力向“智慧化”转型，以多样

化的方式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博物馆：从馆舍小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全市的博物馆数量达 127

座，2017 年全年共举办陈列展览 767 个，接待观众 2268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其中，红色革命场馆参观量显著上升。以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例，从去年 11 月份以来，该馆观众数同比

增长 150%，日最高参观人数达 1.03 万人次。上海博物馆举办

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也引发了持续的排队潮，100 天的展

期共吸引观众 38.4 万人次。 该展览在 2017 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评选中获国际合作奖。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得到有效发挥，均等性、广覆盖的社

会教育机制在沪上逐步建立。 2017 年度，全市博物馆共推出

各类社会教育活动近 2.3 万个，其中暑期青少年教育活动 1.4

万余个，参与人数达 31 万人次。 去年 5 月，沪上 11 家博物馆

联手成立上海市博物馆教育联盟，在此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成

立了长三角博物馆教育联盟，搭建起区域间合作交流新平台。

以前，怎样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是业界极为关注的话题；

如今， 如何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从馆舍小天地走向大千世

界，与更多人发生联系，成为博物馆发展的重大命题。比如，延

展博物馆服务空间，把展览办到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 去年 5

月，上海科技馆的“如何复活一只恐龙”展在上海环球港亮相，

让大型科普类展览首次走进商业广场。 机场博物馆的建设以

及文化进地铁项目，也让博物馆文化走近市民的日常生活。

再比如，借助现代技术，让文物“说话”。 “你看，扫一下二

维码就跳出这顶轿子的详细介绍，太方便了！ ”在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物华号百子大礼轿前， 杨小姐激

动不已。与以往展陈不同的是，该馆的基本陈列在重点展品旁

边设置了二维码，观众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获取展品的详

细信息，还能第一时间与朋友分享。 记者获悉，这项技术将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争取年内沪上市级博物馆内的重要展品都

可以通过扫码阅读，真正做到让市民把博物馆“带”回家。 明

年逐步扩展到区级和非国有博物馆，到 2020 年底，沪上每家

博物馆内的展品，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深度信息。

不可移动文物：逐步提升开放利用率

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上海也形成了一些良好的经验做法。市文物局目前

正在对全市国保单位和市保单位的保护标志牌进行全面更换。 新款标志牌增设了

英文翻译和二维码，通过现代技术，让更多的文物建筑可阅读、可亲近。而各个区也

纷纷推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比如，静安区率先使用无人机和物联网、传感器等智

能化手段， 用于文物建筑的安全巡查和日常监管， 有效地提高了文物保护科技水

平。徐汇区持续推进文物建筑的开放利用，继张乐平故居、柯灵故居向公众开放后，

夏衍故居、草婴书房、修道院公寓等一批人文地标也将于今年底正式对外开放。

专家指出， 沪上文物建筑的开放程度目前看来仍处于总体偏低的水平。 据统

计，全市 3435 处不可移动文物，对社会开放的有 1079 处，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下一

步，上海将在提升文物建筑的开放利用率上下工夫。 比如，在不影响文物建筑安全

的前提下，鼓励利用文物建筑进行参观游览、科研展陈、社区服务等活动。对于现状

尚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建筑，创造条件在有限的时段、有限的空间对公众开放。

此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开放工作，成立志愿者队伍，提供义务讲解和免

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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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油画中读到一个个动人的中国故事
语言之在———第四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8）明起亮相中华艺术宫

今天， 油画艺术还能以怎样的探

索给出怎样的可能？ 尤其是如何在数

字时代突围， 讲好中国故事？ 明起亮

相中华艺术宫的语言之在———第四届

中国油画双年展 （2018） 中， 或许藏

着答案。 全山石、 靳尚谊、 妥木斯、

俞晓夫、 邱瑞敏、 杨飞云、 庞茂琨、

周长江等 32 位老中青油画家的 32 幅

新近力作汇集在这个展览， 代表着当

下中国油画的最高水准。

中国油画双年展由中国油画学会

主办， 这是第一次离开中国美术馆，

移师上海举行。 “我们希望从上海活

跃的城市文化氛围中吸收活力， 并将

其反馈到油画创作中。” 中国油画学

会主席 、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告

诉记者 。 在他看来 ， 展览以 “语言

之在 ” 为主题 ， 孜孜以求的是油画

不同于其它绘画的语言特性 。 “我

们所心心念念的油画的语言之性、 语

言之魅是怎样的， 它最感人的地方是

什么， 这个展览将以绘画本身来显现

和回答。”

32幅作品呈现32种油画语言

此次参展的 32 位油画家虽来自

于不同年龄段， 绘画风格与技术也各

有差异， 他们却大多选择了肖像画的

方式， 描绘时代变化中形形色色的人

物， 尤其是中国的人物， 以此开拓油

画的表现力度。

全山石和靳尚谊这两位油画大家

分别带来的肖像画近作， 是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 美术评论家殷双喜向记者

举的两个例子。 全山石此次带来的是

《炉灶边》， 描绘一位少数民族妇女形

象。 全山石的作品， 大多是半身人物

肖像， 在对不同光线条件环境下不同

民族人物的刻画中， 传递人物的内心

情绪。 油画是可覆盖的艺术， 其实是

一种三度空间艺术， 笔触即可传递力

量。 全山石数十年来始终注重油画的

笔触 、 色彩的组合 ， 创造出一种亲

切、 直接的 “在场感”， 这幅 《炉灶

边》 也不例外。 靳尚谊此次展出的是

《穿蓝裙子的女士》， 刻画的是一位有

着日常装束、 侧坐着的女士形象。 这

幅画通过清晰的轮廓线与近乎平涂的

色彩， 减弱立体感， 压缩画面空间，

形成不同色块的平面构成， 这与靳尚谊

早年最为人熟知的 《塔吉克新娘》 等写

实到极致的作品相去甚远。 靳尚谊最近

十多年其实是有意一改早期的画风， 深

入探索油画的平面化， 画法更接近工笔

白描， 意蕴也更接近东方式。 “他们一

个在继承中发展， 一个在学习中转化，

各自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殷双喜

说。

有业内专家坦言 ， 展览汇集的 32

幅作品呈现给观众的是 32 种不重样的

油画语言 。 比如崔小冬的 《白玫瑰 》，

画了一位头戴太阳帽、 手执白玫瑰的女

孩 。 画面整体的冷灰色调让人印象深

刻， 剪影和色域构成感简约大方。 缝隙

处的白以及那一块纯白构成的白玫瑰让

整个画面活跃起来， 黑色衬布反复着力

的表现则丰富了画面的节奏。 又如庞茂

琨的三联画 《子夜》， 画的是自己对镜

刷牙的情形。 作为镜像方面的探讨， 他

记录下每天休息前自己在镜子前的情

景， 通过对自己的审视来表达人对于自

我的追问。 尽管表现的是极其日常的一

幕， 庞茂琨却凭借纯属的西方古典绘画

语言， 让画面呈现出对古典艺术审美气

质的追寻与再现， 充满精神意味， 静穆

且优雅。

呼唤更具温度的中国油画

油画诞生在西方， 但早已成为中国

最为重要的画种之一， 不再代表着西方

的审美方式。 西方的油画处在后现代变

革中， 似乎渐渐被边缘化， 而油画在中

国， 尤其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得到不断

地推进， 可谓正活跃。

“今天的中国油画其实依然面临不

小的挑战。” 许江向记者坦言。 “一方

面， 我们现在的中国油画与西方最为经

典的那些油画仍有差距， 需要向美术史

上的经典学习。 另一方面， 中国的油画

应该形成中国的特色 ， 体现中国的气

派， 贯穿中国的精神。 比如水墨方法、

诗性特征等中国传统中的东西是不是都

可以活化为油画所用。 此外， 油画作为

传统的艺术品种还需要面对数字时代的

竞争， 需要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

在专家学者看来， 要想解决今天

油画面临的这一连串问题， 离不开对

于油画本体语言的研究。 许江指出：

“不同于国画的水性， 油画是油性的，

画起东西来栩栩如生， 有独特的质感

与温度， 画中的人好像会呼吸， 画中

的金属好像敲得响。 我们应该将油画

的特点充分研究透， 才谈得上发展，

也才谈得上形成中国油画自身的特

色。” 殷双喜告诉记者： “展览主题

提出的 ‘语言之在’， 就是希望唤起

油画家对于油画语言的关注。 这讲的

不是一般的技术与方法， 而是背后的

精益求精， 让绘画语言变得更趋精湛

与深厚， 更好地传递某种精神以及对

世界的认识。 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

的感受 ， 怎样将它们艺术地表达出

来， 充满审美意味， 需要不断锤炼。”

他认为， 有了对于油画语言深度、 广

度的开拓以及对于人性的显现， 人们

才能从油画中读到一个个动人的中国

故事。

文化

《天呈漫话天呈》：农村喜宴“喝”出中国新闻大奖
本报讯 （记者李婷）天呈是沪上知

名漫画家， 以单幅讽刺漫画居长。 近日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天呈漫话天

呈》 一书， 却让人们见识了他画外的文

字功夫。

天呈 ， 姓沈 ，1946 年 10 月生于上

海，1976 年开始创作漫画， 作品曾获中

国漫画金猴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

新闻奖二等奖、 上海韬奋新闻奖等多个

奖项，并在《文汇报》开设《天呈漫画》专

栏十年，深得读者喜爱。 他将《天呈漫话

天呈》称作自己的“自说自话”。 书中，既

有他的趣闻自述、构思逸事，也有对作品

的介绍剖析，还有与张乐平、丁聪、华君

武、方成等漫画大师的交往故事。

有业内人士评价， 这是一本教人们

怎样画漫画的教科书。 书中，天呈对《对

付白骨精 就打 110》《神鸡妙算 》《内部

装修》《钓鱼岛是中国的》 等多幅漫画作

品进行了详细点评，包括灵感来源、画面

构思、表现手法、色彩应用等诸多方面，

颇具借鉴意义。 天呈很擅长从生活中取

材 ，比如 ，他曾喝喜酒 “喝 ”出中国新闻

奖。 那是 1992 年，他到江南农村去参加

一个婚宴，惊叹于当时的排场和风俗，便

用“漫画日记”的形式把婚宴记录下来：

农民的新楼房造得很漂亮， 然而却贴了

一条条黄黄的符， 与旁边红红的双喜成

了对比；墙边架起了行军灶，杀鸡排了个

流水线；剁猪蹄菜刀不够用，连木匠的斧

子也上了阵；甘蔗挑被子嫁妆，意寓日子

红红火火；农民也用上了摄像机，记录了

这热烈喜庆的场面……回到上海， 天呈

整理了七幅漫画，起了一个标题《农村喜

宴漫笔》。这组后来获第三届中国新闻奖

二等奖的漫画在《文汇报》上发表后，不

仅在读者群中反响较好， 在漫画圈内也

收获良好口碑，说漫画作者，就是要深入

基层，而报纸能用这么大的篇幅，用漫画

记录形式反映社会事物，是带了个好头。

“有人说，音乐是世界语言，其实，漫

画也是世界语言。”天呈在书中记录了不

少与漫画有关的生活趣事，比如《画画约

会》《一封用漫画绘就的投诉信》 等，令

人忍俊不禁。 而该书中收录的他与多位

漫画大师的交往，则为中国漫画史研究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鲜活的资料 。 比

如 ，刚刚去世的漫画大师方成 ，在天呈

眼中很是幽默。 “方老与相声大师侯宝

林很要好 ， 常常说着说着就来了个段

子，抖了个包袱。 他身体很好，八十多岁

还骑自行车……我问他， 你的健康秘诀

是什么？ 他回答说，一个字：忙！ ”

“中国现代漫画与新闻媒体有着不

解之缘，我在《文汇报》创作漫画 30 年，

以报刊为舞台、以新闻为剧本，眼观社会

万象，笔挑天下风云，有时如匕首、投枪，

鞭笞丑恶，大快人心；有时如春风、暖流，

扶危助弱，仗义执言；有时又不乏幽默，

善意、温情，令人会心一笑，觉然而悟。 ”

天呈说， 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数十年漫画

创作的回首自扪，是否对得前辈嘱托，是

否应得读者嘱望。 “漫画有了新的载体，

传播也有了新的手段。 我希望能老骥伏

枥，运用新的工艺和新的技术，跟上新的

时代。 ” 洋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京剧的魅力。 本报见习记者 邢千里摄

荨 天呈漫画

作品 《对付

白骨精 就打

110》。

荩 《天呈漫话天呈》 书封。

（均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