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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将如约而

至。记者昨天获悉，今年博览会的开幕时间比

往年提早了两个月， 将于9月13日至15日举

办，并且首次实现双馆展出。 参展的110家艺

术机构中，海外机构占比达70%，为上海艺博

会历史之最。

错峰举办，丰富沪上9月艺术活动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博览会，自

1997年创办以来， 上海艺博会担当了艺术市

场启蒙者的角色， 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艺术市

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 “9

月相对是艺术展览的淡季， 希望通过展览档

期的调整，丰富上海9月艺术活动。 错开艺术

展览扎堆的11月， 可以让更多艺术爱好者有

时间、有机会走进上海艺术博览会。 ”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调整举办时间的初衷。

两个场馆的设置将以更清晰的展览定

位、更精细的展览分类，为受众提供更多样化

选择。比如，在上海世贸商城展示现当代艺术

精品， 定位有着一定艺术品收藏经验的藏家

群体。而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展出水墨、

油画、陶瓷等传统艺术以及文创产品，则有效

降低收藏门槛。

据悉，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地处长风

生态商务区中心， 与上海世贸商城所在的虹

桥开发区隔河相望。 两个展场之间相距仅1.3

公里， 上海艺博会举办期间将每天安排专车

高密度往返， 为观众提供双馆无缝衔接的观

展便捷。依托虹桥枢纽，上海艺博会将更广泛

地辐射亚洲各国，长三角地区观众、藏家也可

实现当日往返。

事实上，近年来，亚洲各国艺术阵容在上

海艺术博览会上表现颇为亮眼。今年，日本青

年艺术家作品将再度集结来沪， 通过与中国

青年艺术家作品对照式展出， 为两国的艺术

创作带来更多启示。 深受藏家青睐的韩国艺

术主题馆除了架上绘画， 将呈现更多雕塑及

装置艺术作品。

今年，上海艺博会海外机构参展占比创新高，届时，达米恩·

赫斯特、杰夫·昆斯、达利、毕加索、赵无极、吴冠中、村上隆、荒木

经惟等世界知名现当代艺术家作品将悉数与观众见面。

转型：从引进世界优秀艺术到双向交流

本届艺博会的特展艺术板块同样颇具看点。其中，“意象·海

上———鸿美术馆馆藏展”，汇聚了中国百年来不同阶段、不同地

域的油画精品。 这些作品出自刘海粟、关良、颜文樑、周碧初、朱

德群等25位杰出艺术家之手，向人们呈现中国意象油画美学。

从创办之初大力引进世界优秀艺术品到中国内地， 到现在

致力于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双向输送和对等交流， 上海艺博会

正在向国际人文交流平台顺利转型。以今年即将推出的“艺术之

旅———中俄油画艺术特展”为例，这个集结陈钧德、陈逸飞、夏葆

元、 魏景山等当代上海最负盛名和实力的14位油画艺术家24件

作品的展览在结束了上海艺博会的展出之后， 将作为中俄建交

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赴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展出。

“儿童眼中的世界———上合国家儿童画展”汇集来自上合组

织8个成员国5至18岁青少年儿童164幅绘画作品，今年曾在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中国北京相继举办，受到广泛好评。该展

览通过画笔，表达各国儿童珍惜和平、互相关爱、共创未来的美

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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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叙事”是一堂
不应缺席的荧屏生命教育课

《花样新世界》《一路成年》等关注老年生活的节目走红，引发业界关注

最近， 两档聚焦老年生活的国产综艺

节目看点频出， 也引发业内对这一题材的

关注与探讨 ： 《花样新世界 》 让老年人

“触电” 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 新老文化

的碰撞与对话形成趣味看点 ； 被戏称为

“成年版 《爸爸去哪儿》” 的 《一路成年》，

让子女带着步入老年的父亲远行， 代际差

异与血浓于水的复杂况味格外真挚。

“我没觉得自己老， 但实际上也知道

自己是老人了， 内心很复杂” “人越老，

越不想被抛弃 ” ……在 《花样新世界 》

中， 60 岁倪萍的岁月独白， 真实、 质朴，

更显珍贵———类似真实而又细腻的 “夕阳

叙事”， 似乎缺席荧屏已久。

在业内人士看来， 影视剧着重展现更

受市场认同的青春活力固然没错， 但作为

生命中重要一环的中老年时期不应缺席。

“老年题材并非没有市场， 创作者要排除

先入为主的陈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 带着

真情实感深入探索老年人的生活与心理，

会发现这一领域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光荣与

感动。”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周星看来， 直面衰老背后的坦然与挣

扎、 牺牲与获得， 也能帮助年轻人敢于正

视年华流逝———“夕阳叙事” 本是一堂不

应缺席的生命教育课。

“慈父 ”成 “瓷父 ”，打破年
轻观众对老年人的误解

在 《花样新世界 》 与 《一路成年 》

中， 老年人的形象多多少少有些颠覆。 与

传统意义上坐稳主位、 掌控决定权的 “大

家长” 不同， 节目中的老人们展露出 “稚

气” “无助” 的一面， 也会在学习与生活

的顿悟中成长， 他们同样渴望着与生命中

各种新鲜体验拥抱对话。

随着 《一路成年 》 的热播 ， 57 岁的

演员徐锦江， 因颠覆了观众对传统老父亲

的定义 ， 登上热搜 。 节目中的他 “有点

作”： 因为儿子没给自己准备早餐便出门，

徐锦江的内心很失落， 连打好几通电话询

问儿子行踪； 一个人在家用电脑， 订外卖

也都要儿子 “远程操作” 搞定。 这样的表

现让网友一边感叹 “父亲倒更像个长不大

的孩子”， 一边又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家中

玩不转网络设备的老父老母。

徐锦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为人父母也

需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 以及老年父母与

孩子家庭 “地位 ” 互换后的心理落差 。

《花样新世界》 则呈现出当下中老年人面

对科技壁垒的些许无奈与无助， 以及内心

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渴望。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29 亿。其中 10 岁到

39 岁的年轻人占比 67.8%，60 岁以上的网

民仅占比 6.6%。 也就是说，每十个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中，仅有两人使用互联网。

街头采访里， 不少老年人表示， 新技

术能便利生活， 很想学， 但面对自己的反

复询问 ， 子女往往会显得不耐烦 。 节目

中， 青年人带父母 “触网”， 并成为 “网

红” 的小案例， 则为代际交流提供了有益

范本。 短视频达人杨三金如今拥有 80 万

粉丝 ， 他的短视频总与老爸有关 。 一开

始， 对潮流事物不了解的杨爸对短视频有

些排斥。 孰料， 儿子 “先斩后奏”， 过年

时趁父亲睡着打呼， 在一旁用口技配音，

结果视频大火。 后来， 短视频成了父子两

人共同的兴趣爱好， 在合作过程中， 父子

关系也越来越好。 杨三金说： “慈父” 成

了 “瓷父”。 新技术是壁垒， 又何尝不是

构建代际交流的机遇？

避免简单符号化， 创作者
需沉下心来挖掘被忽视的美

两部作品的热播， 以及节目里中老年

“网红 ” 的频出 ， 引发一重思考 ： 为何

“老年题材” 佳作近年并不多见？ 在学者

看来， 这主要与题材的商业局限度与创作

难度有关。

如今影视剧的审美与播出都在向网络

偏移， 青年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 而老年

人的生活很难让年轻人产生共鸣。 北京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分析认

为， 人在衰老过程中所面对的心理落差与

生活问题， 往往是具体且微妙的， 需要创

作者与相关人群的长期接触和细致揣摩，

不符合市场期待的老年题材更不易得到持

久的研究与关注。

的确， 在近年的影视剧市场中， 中老

年形象多以功能性配角登场。 拿中老年女

性为例， 为子女添乱的 “婆婆妈妈” 成了

绝对主流， 角色的内心空间则被压缩， 甚

至不复存在。 即便是 《我的前半生》 中让

观众津津乐道的 “上海丈母娘” 形象代表

“薛甄珠”， 让观众啧啧称道的也多是夸张

戏谑的人物外在形象， 符号化、 脸谱化的

角色， 难见其内心的立体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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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祯希

让经典文本在当代生活语境释放鲜活生命力
由一群 4-11 岁的孩子主演的 《钟

馗》，结束在阿维尼翁和爱丁堡的巡演后回

到上海，完成在国内的首次亮相。《钟馗》制

作团队的上一部作品是在去年乌镇戏剧节

嘉年华单元获“最受欢迎剧目奖”的《山海

经》，那同样是一部孩子们的戏。 制作人王

楠回顾《山海经》和《钟馗》的创作历程，谈

及未来将展开的《镜花缘》和《红孩儿》，她

不愿意用“儿童剧”来形容这些作品，更倾

向把它们定义为“儿童剧场”，一字之差，突

出的是儿童在戏剧教育和剧场实践中的主

动性与主体感。

无论《山海经》《钟馗》，或是正在制作

中的《镜花缘》和《红孩儿》，抑或青年导演

王翀带领北师大二附中的一群高中生创作

的更激进、更有实验感的《茶馆 2.0》，这些

作品颠覆了司空见惯的“名著改编”。 戏剧

和戏剧教育延伸到孩子的生活中， 未成年

人们不再被动接受成年人给予的 “解读”，

也不是导演意志的容器， 他们开始自发自

主地思考：“戏剧以及经典， 和我的生活有

着什么样的交互关系？ ”当他们自发、自觉

的思考呈现在舞台上， 成年观众看到的不

再是幼稚的“学生作品”，而是经典文本在

当代生活的语境里依然鲜活的生命力。

《钟馗》和《山海经》都不是让小学生用

课本剧的方式“搬演”原文本。这两部作品，

都是让孩子用他们的经验去理解钟馗的形

象和山海经的世界，在 45 分钟的戏剧时间

里，孩子们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以

及他们用想象力让典故和现实相遇。

排演《钟馗》时，孩子们首先了解了钟

馗的故事，他如何因为貌丑而遭遇歧视，他

愤然自杀后又因性情耿直， 成为主持公义

的鬼王。他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看了裴

艳玲主演的梆子经典《钟馗》。 这些都是创

作的“功课”，成年编剧和导演对孩子的要

求，并不是要求他们“拷贝不走样”地模拟

出“迷你版”，而是鼓励他们说出对人物及

其遭遇的“理解”。 之后，孩子们把“文艺的

感悟”迁移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分享他们

在校园中目睹或遭遇的歧视和欺凌， 用儿

童的经验和视角讨论暴力、正义、自我保护和

救赎……这种种并不轻松的主题， 继而把这

些思考用戏剧的情境呈现。《钟馗》的剧本，是

孩子们在成年编导带领下， 以工作坊的方式

集体创作的。

这其实是延续了《山海经》的创作路径。

《山海经》 的情境设置为一场校园读书分享

会，一个男孩在阅读《山海经》的过程中注入

了自己的想象力， 他在志怪传奇的基础上架

空出一个奇幻的世界， 然而当他和同学分享

时，却被嘲笑是胡编乱造。这个委屈的孩子在

梦中和想象的世界相遇，自我和解。

《山海经》和《钟馗》的创作，是鼓励孩子

在理解典故以后，大胆展开故事新编。 《山海

经》所表达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钟

馗》反思的“暴力不能终止暴力，暴力不能实

现正义”， 这些破题思路既有强烈的当代色

彩，又和原文本的美学精神是呼应的。

《山海经》 和 《钟馗》 的演出中， 孩子

用幼稚的身体语言来扮演成人所熟知的古典

角色时， 在天真奇异的间离感中， 成年观众

能感受到遥远的经典在这代人的身上找到了

在场感。 这种观感， 几年前在北师大二附中

的教室里也曾出现过。 王翀带领北师大二附

中的高一学生排演的 《茶馆 2.0》 是一个更

为实验的作品 。 那群高中生没有对于任何

“人艺表演艺术家” 的模仿， 在课桌拼起来

的 “舞台” 上， 穿着高中校服的孩子们念着

老舍原作的文本， 历史和现实在这间中学教

室里叠影， 上课、 社团活动和毕业季无缝嵌

套进原作的三幕结构， 那些被凝固在老舍笔

下的生命， 一个个地回来了。 王翀和这群高

中生用后现代、 后剧场的解构方式， 在全新

的语境中， 重新建构了老舍的文本， 他们在

打破 “现实主义” 演绎的同时， 充满勇气地

正面强攻了现实， 通过 《茶馆 2.0》， 中学生

的日常真实和一部近当代文学经典所展现的

中国社会的真实交织在了一起。

在这些作品中， 校园戏剧和戏剧教育都

不是工具理性或实用主义的 “让学生上台”，

而是成年戏剧工作者充当向导， 让孩子们主

动地“使用”经典。当这些中学生、小学生打破

边框地使用经典时，他们也让成年观众看到，

经典总是在被打破以后，得到更好的延续。

■本报记者 柳 青

巴西国家博物馆公布重开计划

距离牵动全球人心的大火已经过去一周年， 巴西国家博物

馆近日宣布计划将于 2020 年即巴西独立 200 周年之际重开博

物馆的部分展馆。 据负责人丹妮丝·皮雷斯透露，博物馆截至目

前共筹集到约 1640 万美元用于修缮，已花费 270 万美元。 除了

修复藏品外，博物馆大楼的外墙和屋顶也将开始重建。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是巴西最古老的博物

馆，亦是巴西最重要的科学机构，馆藏约2000万件不同时期的历

史资料及文物，被称作“美洲记忆的守护者”。 2018年9月2日，因

空调系统短路，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 最初的报道为90%的文物

被烧毁，不过最终公布的数据还是给人们带去了一丝慰藉，经过

全力抢救，比例降低到了50%，共救出1500-2000种文物。 但500

万种昆虫标本以及巴西本土文物的不复存在被业内专家称为

“新的种族灭绝”。

今年2月， 博物馆在巴西银行文化中心举行了灾后首次展

览，180件展品中103件为火灾幸存文物。

幸免于难的镇馆之宝———美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卢西亚”

80%的碎片以及“本德戈”陨石势被认为是未来巴西国家博物馆

重新启幕的重要砝码。 距今近 1.2 万年历史的“卢西亚”被称作

巴西国博最重要的瑰宝，其主人为一名女性，出土时保存完好，

牙齿、颅面都较完整。 事故发生后，不少人都认为化石与其他文

物一并葬生火海，万幸当时“她”并未在陈列厅里展出，而是被储

存在一个金属盒子中，得以逃过一切，碎片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

修复。 而巴西境内发现的最大陨石“本德戈”则凭借自身极耐高

温的属性安然无恙，重达 5.6 吨的“本德戈”1784 年在巴西东北

部的巴伊亚州出土，成为彼时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第二大陨石。

■本报记者 李 婷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海艺博会带你走进“唐顿客厅”
提升市民审美水平， 是上海艺博会 23 年来始终不变

的初心。为了让更多人感受艺术的芳泽，今年上海艺博会在
两个展馆都开设了艺术美学专区，通过各类艺术衍生品、文
创产品等，让艺术创意在这里发声，美化市民生活。

有趣的是，Classic 简经典西画沙龙将为上海艺博会
带来“美好年代”主题展，用电视剧《唐顿庄园》时期贵族家
庭里的油画、家具等，重现欧洲 19 世纪的“唐顿客厅”。

展现老年生活的“夕阳叙事”，完全拥有
足以撬动市场的丰富性与细腻感。 老年人由
岁月历练而来的智慧、隐藏的光芒，乃至人老
心不老的纠结、对过往岁月的不甘悔恨，都值
得深度挖掘，细细品味。

国内外这类题材的成功案例也不少。 意
大利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用浪漫氛围打开
疾病与衰老， 一对患重病的老夫妻开着老旧
房车一路旅行， 在回顾过往人生的过程中与
命运达成和解。 韩国影片《诗》从66岁女性的
学诗写诗之旅展开， 在诗意的个人体验中探
讨文学艺术的本质。 最近上映的国产文艺片
《送我上青云》中，女主角的母亲也收获不小
认同———这位老母亲一度在家庭生活中迷失
自我，面对丈夫的背叛、女儿的叛逆，年过半
百的她必须开启趔趔趄趄的自我求索之旅。

由此可见，“老年题材” 并不是商业的禁
区、 网络审美的雷区， 这一领域的创新与拓
展，大有可为。毕竟，如何坦然面对岁月匆匆，

充满活力有尊严地老去，是人生的必修课。

《山海经》剧照。

▲ 《一路成年》中徐锦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为人父母也需

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老年父母与孩子家庭“地位”互换后

的心理落差。

荨韩国影片 《诗》 从 66 岁女性的学诗写诗之旅展开， 在

诗意的个人体验中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 （资料图片）

颜文樑画作 《凝香似玉》。 （展方供图）

海外视点

“儿童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