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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演员张云雷又踩雷了！ 日

前， 他和杨九郎表演的一段相声视

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 两人拿京

剧女艺术家张火丁 “砸挂”， 内容

低俗不堪， 被网友谴责。

梳理张云雷的过往， 这不是他

第一次因演出备受诟病 。 今年 5

月， 他就因拿地震灾难做哏， 并言

及 “慰安妇” 而广受质疑。

经严厉查处却仍管不住自己的

嘴巴 ， 虽曾道歉却又一次挑战了

底线。

作为相声演员， 张云雷属于少

年得志， 是相声界的流量担当。 不

过， “流量越大， 责任越大”； 越

是拥趸众多， 越需要做好表率， 树

立正面形象。 人气、 流量， 绝不应

是艺人恃宠而骄 、 恃宠而狂的资

本。 艺人火了不是坏事， 但是得意

忘形， 心中没有敬畏， 口中没有底

线， 反映的就是艺德的大问题。

文艺工作者作为公众人物， 艺

德应当是其构筑艺术生命的重要底

色。 对文艺工作者而言， 急功近利

不可取， 厚积薄发才是正途； 艺术

素质要磨砺， 艺术品德更要打磨。

相声也罢， 小品也罢， 都以逗

哏取乐来吸引听众和观众。 但这并

不是它们唯一的动机和目标。 凡艺

术都以真善美为追求， 以寓教于乐

为目的 。 说学逗唱虽有独特的手

法， 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绝不该

为了取悦受众 ， 放任内容趋于庸

俗、 低俗， 乃至入于恶俗一流。

遥想相声大师侯宝林， 他虽然

只读过小学三年级， 论学历， 肯定

不如现在的艺人。 但他能成大师，

创造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 除了

在艺术上刻苦、 博采众长外， 更重

要的是 “德” 字为先。 侯宝林一生

遵从： “凡事都要对得住自己的良

心” “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

“学艺先学德， 做戏先做人”。

自己学不会 “德”， 做不好 “人”，

早晚会被自己赖以成名的舞台所

抛弃。

这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所有艺

人。 娱乐圈不可能只享受社会发展

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却游离在主

流价值之外。 作为公众人物、 年轻

人的 “偶像”， 艺人尤其应当回归

主流价值场域， 用优秀的作品、 端

正的人品起示范引导作用， 参与年

轻一代审美养成、 价值塑造和人格

培育的过程。

任何时候切记从艺底线： 才是

德之资， 德是才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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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片垄断排片伤害电影多样性
动画片《冰雪奇缘2?在韩国市场排片超过85%引起韩国电影人抗议———

美国动画大片 《冰雪奇缘 2? 上映后 ，

在美国本土首周就席卷一亿美元 ， 票房表

现强劲。 在韩国市场， 《冰雪奇缘 2? 的排

片率超过 85%， 并且在上映首日就迎来 60

万观众 ， 稳居当日票房冠军 。 名列第二的

韩国电影 《黑计划 ? 排片率不足 10%， 仅

6.9 万人观看， 观众人次相差 8.6 倍 。 如此

悬殊的差距 ， 引发了韩国导演郑志英等影

人的抗议 ， 认为是大片垄断排片 ， 导致本

土电影与观众见面的机会减少 ， 影响了票

房成绩。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影人集体在首尔

召开紧急发布会， 抗议迪士尼电影 《冰雪奇

缘 2? 的电影排片占比过高， 提醒大众对电

影市场公平的关注。 郑志英提出， 在 《冰雪

奇缘 2? 铺天盖地的排片下， 观众即使想看

不同类型的电影， 也没有太多选择。 好莱坞

大片对电影放映厅数的严重垄断， 伤害了韩

国电影的多样化。

郑志英曾拿过东京影展、 韩国百想艺术

大赏的奖座， 在韩国业内有一定地位， 他的

呼吁颇受关注。 郑志英称， 举行记者会并不

是为了打压 《冰雪奇缘 2?， 而是想指出大

片垄断这个长期存在、 破坏行业发展结构的

问题。 未来希望能通过法律和政策来直接限

制 “银幕垄断”， 给不同类型的影片更多生

存空间。

韩国观众则对此事有不少争议， 有人赞

同这些韩国影人的观点， 支持修改电影法来

保障电影的多样性， 也有观众希望本土导演

自己应该拍出更多能吸引观众的好片， 不能

只怪对手太强。

其实， 商业大片垄断的现象， 不独在韩

国， 最近在欧美也引起不少争议。 近年超级

英雄电影对市场的 “霸占”， 让名导马丁·斯

科塞斯杠上了漫威 。 他对重视人文情感的

影片 “消失 ” 忧心忡忡 ， 却被一些观众批

评为 “嫉妒” 漫威电影的票房。 小罗伯特·

唐尼、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出演过漫威

“英雄” 的演员， 也曾发声支持电影行业不

应该被一种类型的商业片 “统治”， 小成本

电影的艺术价值也应该得到肯定， 并在院线

获得支持。

那么垄断现象的根源何在 ？ 2016 年 ，

奈飞总裁里德·哈斯廷斯希就曾批评， 是美

国主要连锁院线的商业追求促成了电影行业

的寡头垄断现象 。 几大院线控制了电影排

片， 从而极大程度影响了电影的最终票房，

商业大片赢家通吃， 小成本电影生存空间则

被挤占， 观众的选择也非常被动。 电影制片

厂都希望打破这一垄断局面， 但他们 “不知

道怎么做”。 哈斯廷斯认为， 通过流媒体同

步放映， 能给争取不到院线排片的小成本电

影更多被看到的机会。

文化

俄罗斯四大剧院芭蕾“首席”今夜汇聚申城
从《唐·吉诃德?到《俄罗斯人?，13 段舞蹈呈现经典到现代的变化

今晚， 一场 “圣彼得堡芭蕾明星足尖

盛典” 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作为

圣彼得堡 Dance Open 国际芭蕾艺术节明

星展演造访中国的唯一一站， 来自俄罗斯

四家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 将在东

艺舞台上演绎 13 段风格迥异的舞蹈 ， 为

观众呈现由传统经典到现代精粹的芭蕾 。

其中 ， 既有经典舞剧如 《唐·吉诃德 ?

《罗密欧与朱丽叶 ? 等的片段 ， 也有首次

与中国观众见面的现代芭蕾 《俄罗斯人 ?

和 《SSS?。

圣彼得堡的土壤孕育了无数芭蕾舞

者 ， 世界最著名的芭蕾摇篮就落座于

此———俄罗斯瓦冈诺娃芭蕾学院的毕业证

书， 仿佛是芭蕾舞界的金钥匙， 能打开任

何顶级舞团的大门 。 而圣彼得堡 Dance

Open 国际芭蕾艺术节则被公认为世界顶级

芭蕾舞节之一 ， 创办 19 年来与来自 190

多位世界级芭蕾明星及编舞家合作， 其中

不乏娜塔莉亚·马卡洛娃、 弗拉基米尔·马

拉霍夫等传奇舞者。 艺术节海外演出的足

迹亦遍及全球 ， 至今已在 23 个国家的地

区举办了 “足尖盛典 ”， 将俄罗斯芭蕾艺

术的韵味带到世界各地。 去年， 包括 “芭

蕾美少年 ” 朱利安·麦凯在内的俄罗斯芭

蕾群星首次来沪 ， 带来了 《斯巴达克斯 ?

《安娜·卡列尼娜? 中的精彩舞段， 但许多

上海观众仍觉得不解渴、 不过瘾。

此次访沪演出的舞者包括莫斯科大剧

院芭蕾舞团、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 圣

彼得堡柴科夫斯基剧院芭蕾舞团、 米哈伊

洛夫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等这四家在俄罗斯

甚至全球有知名度的芭蕾舞团的首席和独

舞。 今天晚上， 他们将联袂重温经典舞剧

段落 ， 并将加入精心挑选的全新舞蹈 。

Dance Open 总经理叶卡捷琳娜·加兰诺娃

说 ： “这不仅是舞蹈艺术爱好者的节日 ，

也进一步加强了圣彼得堡和上海之间的文

化连接。”

为了让中国观众在短短两个小时内了

解俄罗斯芭蕾文化的韵味， 此次 “足尖盛

典” 重点呈现美轮美奂的双人舞段落。 由

马林斯基剧院首演于 1896 年的 《蓝胡

子 ?， 是编舞家彼季帕所有作品中场景最

豪华的一部， 剧末大双人舞精彩绝伦； 难

度最高的当属经典舞剧 《唐·吉诃德 ? 中

的双人舞段， 它代表着古典芭蕾技术登峰

造极的境界； 新古典主义作曲家普罗科菲

耶夫创作的舞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首演

于 1938 年 ， 最浪漫的 “阳台双人舞 ” 在

略显前卫的音乐中， 格外打动人心； 由米

哈伊尔·福金创作的 《火鸟 ? 根据俄罗斯

民间童话改编， 双人舞展现出王子在森林

中初遇火鸟的情景， 服饰最为绚烂。

舞台上不仅有前辈大师们的杰作， 也

有多元融合的现代作品 ， 体现出 Dance

Open 开放与包容的艺术特色 。 1973 年出

生的爱德华·克勒曾与荷兰舞蹈剧场 、 斯

图加特芭蕾舞团、 苏黎世芭蕾舞团等世界

名团合作， “足尖盛典” 选取了他的 《探

戈 ? 和 《SSS? 两部作品 。 其中 ， 《SSS?

是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伴随着肖邦

《降 b 小调夜曲第一首 ? 缓缓的琴音 ， 舞

者将展开一段与身体和内心的对话。 另一

部现代作品 《芭蕾 101? 则由编舞家高蒂

耶在 2006 年创作， 将芭蕾手位脚位和动作

编号， 舞者依照指令将一连串基础动作组

合成令人目不暇接的炫技之舞。

值得一提的是， 来自著名的马林斯基

剧院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的首席舞者

还在沪宣布 ， 由他们签名的 20 双粉色缎

光芭蕾舞鞋将在演出当晚进行义卖 ， 善

款全数捐赠用以资助贫困儿童实现芭蕾

梦想。

在明清名人尺牍翰札中感受古笺之美
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研究中国笺纸的专著《说笺·典藏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浣花笺纸桃花

色 ， 好好题诗咏玉钩 。” 这是唐代诗人李

商隐的名句， 足见笺纸在文人雅士心中的

位置。

日前， 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研究中国

笺纸的专著———《说笺·典藏本? 由西泠印

社出版社和止观书局出版。 该书精选上海

图书馆馆藏 271 例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名人

尺牍翰札， 通过特殊拍摄技术， 纤毫毕现

其墨迹之韵与笺纸工艺之美 。 学者认为 ，

这部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专家

梁颖所著的专著对于笺纸形制与工艺考辩、

文人交往考略、 书法艺术欣赏和文史研究，

都有着重要意义。

笺纸， 简单地说就是供题诗写信使用

的纸张。 据记载， 古人往往喜欢用精致华

美的信笺、 诗笺， 一些文人雅士甚至自己

参与制作笺纸， 以标榜其高雅， 不入俗流，

有的上饰各种纹样。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文字之外， 那些被加工得美轮美奂的纸张，

是如何呈现使用者们的品位和格调的？ 它

们的设计制作过程， 又隐含着怎样的匠心

和曲折？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

介绍， 该馆对笺纸的系统研究始于 2006 年

举办的 “明清名家手稿展”。 《说笺·典藏

版? 的出版， 是十几年来课题不断深入的

一个成果。 全书以彩笺为中心， 先将之分

为色笺、 花笺、 画笺三类， 以对应于单染

色的、 带花纹图案的和有图画的三种彩笺。

而后 ， 以六章的篇幅 ， 用层层递进之法 ，

依次探究历代笺纸的形制演变， 染色、 套

印、 拱花、 砑光四项制笺技术， 花笺、 画

笺的特色与类别， 附论文人如何及为何制

笺， 最后以传统笺纸在近现代的变迁与淡

出作结。

值得一提的是， 该书收录的 271 例尺

牍翰扎， 皆为难得一见的真迹， 涉及众多

名人， 如： 明代董其昌、 蔡羽、 戴珊、 鲁

治、 顾璘、 徐霖、 王韦、 葛一龙； 清代曹

贞吉 、 高文泋 、 赵之谦 、 李渔 、 钱大昕 、

林则徐等。 与此同时， 这是一部构建独立

学术体系的精品力作， 文献征引范畴， 几

乎涵盖了海内外所有关于笺谱、 笺纸类出

版的书籍。

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认为， 从文献学

和印刷史的专业角度而言， 书中最具创意

的， 自然是讨论 “砑光笺” 的部分。 虽然

其图案光泽效果从何而来这一千古难题尚

不能说已得到彻底的破解， 但是该书通过

文献与实物二重证据， 考释历代 “砑光笺”

的可能制法至少有三种， 这无疑是目前为

止的各家之说中证据最充分、 述论最深入

的。 此外， 述论花笺时， 发现明崇祯刊本

《绣像批评隋炀帝艳史? 等绣像书籍中的花

式边匡诸式， 源出前此嘉靖万历间的笺纸，

之后又反过来成为明清一代笺纸效法的典

范， 这种将不同类别史料比对映照所得的

意外收获， 在古典文献学上实有方法论的

意义。 而书中论笺纸与近世水墨画的关联、

现代漫画笺在中国漫画史上应有的地位等

等， 也别开生面， 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和独到的见解。

“从美术史角度来讲， 这本书具有开

创性的、 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范景中说， 笺纸从书写到把玩、 欣赏、

研究的历史， 说明了其审美价值， 再加上

笺纸的制作、 源流、 传承与书画、 古籍的

关系， 这些都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课题。

水墨传统如何
为未来艺术提供新的语言

首届当代水墨大展及国际论坛在沪举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 正在上海举行的首届 “水问”

当代水墨大展上， 造访上海的伦敦皇家美术学院董事局主席

查尔斯·索莫瑞斯·史密斯爵士提出， 作为中国艺术重要传

统的水墨 ， 完全可以为世界艺术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语言和

媒介 。

应该说， 是越来越多脑洞大开的作品， 让学界关注到未

来水墨创作的崭新可能。 在这次展览上， 人们看到了 11 位重

要的现当代水墨艺术实践者的作品， 一些创意完全有别于传

统的水墨画： 有的作品甚至全然不用墨与宣纸， 却不约而同

流淌出水墨的东方韵味， 为未来的水墨创作找到新的接口。

王天德的 《佘山渔隐图?， 远看像一幅传统水墨山水图， 近看

会让人察觉出其间的斑驳。 这得说到他在创作时用到的一种

重要形式———香烫。 王天德的作品时常将一层烫画叠加在一

层水墨画之上， 让画面形成错位的效果。 水墨的部分会不经

意地在镂空处出现， 也会不可避免地在重叠处隐匿。 这多少

带了些禅宗的意味， 正是这位艺术家想表现传统水墨的一种

创作思维。

书法线条则成为王璜生的创作灵感。 在他的 《日课·心

经? 中， 密密麻麻到眼花缭乱的书法线条显而易见， 却无法

辨认出它们究竟是些什么字。 这一团团无从理清的线条， 意

外给了观者仿佛有好多话要说、 又无从说起的感觉。 王璜生

这是通过对传统抽象的 “线” “笔” 的再抽象， 将它们抽离

为更自由的表现元素。

甚至有艺术家运用了一种现代数码的表达形式， 将人工

智能应用在水墨上。 黄宏达设计推出了一款机器人， 根据嫦

娥四号发回的月背图像和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月面 3D 图像 ，

创作出 《月球背面? 水墨画。 机器人内置的算法与难以控制、

充满未知的水墨相结合时， 擦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

火花。

对这些实践， 画家李磊认为， 20 世纪初开始， 一批留洋

艺术家将目光投向西方， 尝试将西方绘画的思想、 方法、 模

式植入中国绘画， 对我们的笔墨、 水墨方式进行了非常多的

尝试。 这种尝试加速了中西融合的发展。 但这种水墨的创新，

基础是基于西方对艺术史的思维逻辑。 进入到 21 世纪后， 水

墨面临着一个新的可能性， 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思考， 如何从

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当中阐发出当代的文化， 从而思考和面

对未来的发展。

艺术家王劼音则坦言， 近年来自己陆续听到很多人说现

在的中国画不行了， 尤其和油画相比， 没有力量， 色彩又不

鲜艳， 也没有厚度， 一张薄薄的宣纸。 也有人非要在宣纸上

跟西方人硬拼， 非要画出油画的效果。 “实际上中国画画不

出油画的效果。 我觉得水墨画平静如水反而是它的特点， 把

平静如水做好了以后， 反而与西方艺术拉开差距了。”

史密斯爵士用传统的再塑造来理解当下水墨艺术迎来的

发展空间。 史密斯说： “从前我们普遍认为的写生等绘画基

础训练， 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过时、 没必要。 有一段时间，

我们甚至不把绘画基础训练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了。” 在他看

来， 这其实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这样的观念是需要纠正的。

“我们现在的确推崇那些有创造力、 有想象力的艺术， 让学

生们的思维进行更多的探索、 实验。 但这并不意味着阻止、

废弃旧的传统， 而是让传统为新的创造提供一种新的语言和

媒介。”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宣晶

《说笺·典藏本》精选上图馆藏271例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名人尺牍翰札。 （出版方供图）

芭蕾舞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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