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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的美术馆事业获得蓬勃

发展。截至2020年，全市共有美术馆89家，其中国有

美术馆26家，非国有美术馆63家，美术馆的数量已

稳居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沪上美术馆的学术影响力、创新活力，以及对城市

的文化驱动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美术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引擎，它能激发城市

的创新活力，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也是一座城

市的创新基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输出地，以及跨界

融合的实验地。然而，近年来有些美术馆出现了发展

方向的偏差，它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学术高地，而是致

力于成为网红打卡地。 当“拍照分享”成为观众在美术

馆体验的核心时，展览与艺术作品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人

们拍照的背景板，成为类似于商场或者购物中心里的高

级美陈。 不难发现，随着线上线下互渗性的加强，社交

媒体所带来的网红效益，正在严重影响人们对于艺术

展览的运作方式与评价标准。

于是乎，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展览朝着景观

化、奇观化、沉浸式、互动性的方向发展。 似乎一个

展览不搞几件大型装置， 不营造几处夺人眼球的

场景，不设置几个互动性强的艺术作品，就不能成

为一个好展览。 当“拍照分享”成为参观艺术展览

的默认模式时，实际上摒弃了人们参观展览时对

于知识与智力的更高追求。当社交媒体成全每一

个普通个体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和个性，随之带来

的思想轻质化也不可忽视。

因此，当下的美术馆应在追求流量、热点、网红

和各种技术数据之外，建立起相对稳定、超越流行

的“内在标准”作为行业评价尺度。才能让美术馆成

为学术高地，建立起强大的学术权威感，对艺术的

未来发展和商业价值评判起到真正的引领作用。

美术馆首先是为研究性专题项目
提供专业化的展示和传播平台

美术馆是一个艺术与学术相结合的专业机构，

也是公共领域内的文化组织，担负着连接历史与未

来的重任。 因此深度挖掘地方资源， 通过研究、展

览、传播、教育等方式进行当代转换，是美术馆彰显

其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

一种学术定位，美术馆应该为一些研究性的专题项

目提供专业化的展示和传播平台。

以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自2014年起连续

推出名家大师的系列文献展为例，文献展立足于

对艺术家个案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原作与一

手文献材料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一种具有视觉逻

辑关系的美术馆叙事。 曾先后为陈逸飞、张充仁、

哈定、周碧初、吴湖帆等举办了专题文献展。 与此

相类似的， 北京画院美术馆自2007年始， 启动了

“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活动，举办了李斛、

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董希文、庞薰琹、

周思聪、黄胄等50多个专题展览，同时出版相关学

术丛书、举办学术研讨会。

这些专题性的研究项目通过美术馆专业化的

展示，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其艺术价值、社会价

值、历史价值得以充分肯定和放大。 这种直观式的

视觉叙事，有利于大众传播，也有利于我们对历史

的认知和感知， 为展览期间的公共教育活动奠定了

一个坚实的基础。

面向未来，为实验性项目和新
兴学科的建设与实践构建平台

美术馆既要为保留地域文化传统而努力，又要面向未来，具有前

瞻性和开放性。 事实上，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美术馆应该具有更加

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去回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关切，成为公众与

各类社会力量汇聚共建的平台，成为城市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与

试验场。 所以， 美术馆应该为那些眼下还没有被市场和行业普遍认

可，具有实验性、前瞻性、未来性的项目构建平台，提供实践的机会与

发展的空间。

苏州寒山美术馆自2020年12月发起了“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

理”这样一个实验性很强的项目。 整个项目包括田野调查、工作坊和展览

三部分，以“苏州的城市声音”为切入点，集中探讨如何用艺术创作和策

展来增进地方感和形成地方认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视觉过于饱和甚至

泛滥的现状，推出这样一个试图关闭视觉、放大听觉的展览特别及时和

恰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价值。

今年1月8日，“去往从来（2021）———雕塑实践与书学拓展”在上

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开幕。 这是国内首次将雕塑与书学两个不同艺

术门类与学科联系起来，具有原发性、开拓性和实验性的展览。 这个展

览促使参展艺术家各自突破自己固有专业的思行习惯， 在新的语境中

进行碰撞、实践和探讨。围绕展览举办的5场学术研讨和对谈，专家和学

者提出了很多启发性的观点与思考。

从上述两个展览案例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馆所举办

的展览、项目与活动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交叉性和跨界性，所以美术馆

应该打造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各行各业参与共建的机构，为不

同学科的共同研讨、为实验性项目的实施、为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实践

构建平台。

作为创新基地的美术馆，要为知识生产和新的
策展方式提供实践机会

美术馆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它既是创新基地，又是知识生产和传

播的输出地。 这就要求美术馆不断拓宽新的领域，引进新的思想，探

讨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可能。而在美术馆的学术建设中，策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策展的重要性也促使美术馆不断思考新的

展览呈现方式。

最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推出虚拟策展实验项目。这是一个非

常具有前瞻性的项目，充分考虑到美术馆未来发展的前沿性。虚拟策

展实验室不断激发参与者在策展方面的创造性思维， 从而促进美术

馆策展学术水平越来越趋向成熟和多元。 此外，“地方音景———苏州

的声音地理”这个展览项目中，寒山美术馆策展先通过工作坊，然后

进行集体讨论与学习，以及集体的田野调查，最后生产出一个展览。

如果从整个艺术生态的角度来讲， 越是做研究和前瞻性的工作

恰恰越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因此，不断寻找策展新的模

式，不断对常规策展进行调试，共同探讨与实验新的策展思考，某种

程度上讲也是将学术策展的维度不断放大， 进而推动美术馆不停向

前发展。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中华艺术宫晒出丰厚家底，
诠释“人民”如何书写新中国美术史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艺术家作品中的人民主题表达”今起亮相，
集结来自300余位艺术家的600余件作品

600?件作品，300?位艺术家，10个

展馆空间……“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华

艺术宫今起以一场“超级大展”迎接农历

新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艺术家作

品中的人民主题表达”。 人民，是展览当

仁不让的主角，也是几代艺术家创作的关

键词。

创新的策展思路，为这个主题大展开

启了有别于以往的面貌。 作品打破艺术

门类、 创作年代、 艺术家名头进行 “混

搭”，将时代发展与“翻身劳动”“建设生

产”“努力奋斗”“美好家园”“青春放飞”

“发展富强” 六个单元主题交织在一起，

汇成波澜壮阔的史诗， 全面呈现新中国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创作成果中的

人民奋斗与幸福主题。其中95%的展品来

自中华艺术宫的丰厚家底，充满生活气息

的丰富细节俯拾皆是，让各类观众都能从

中找到共鸣。

群星闪耀，可见人民之分量

全种类的美术作品都在这个展览汇

集，包括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连环

画、年画、宣传画、装置艺术、摄影，甚至

还有动画、漫画、农民画、藏书票。而其作

者几乎集齐新中国美术史上最强阵容。

踱步其间，人们会发现，人民之于美术史

的分量。 这未必指具象的人，更是指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

张充仁创作的雕塑《起来》，被置于

展览序厅的显眼位置，仿若“题眼”。这是

如今坐落于淮海中路复兴路街心花园中

那尊聂耳全身铜像的小样， 聂耳仿佛正

在指挥乐队演奏激昂的 《义勇军进行

曲》。 刘旦宅的《披着霞珠迎朝阳》，陈逸

飞与魏景山合作的《开路先锋》，分别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群体与工人群

体铺展史诗般的画卷。站在画幅前，观众

似能感受到工人阶级豪迈的气概以及劳

动者伟大的力量。

不少名家作品体量不大，却饶有意味。

画惯了戏曲绘画的关良竟然画了一幅现实

题材的《献花舞》；华君武的漫画《不须扬鞭

自奋蹄》，画的是一众老年人快乐健身的场

景；一幅三毛蹲在地上点爆竹的国画，来自

张乐平； 以诗意江南水乡折射宜居生活的

一组作品中，藏着吴冠中的《人之家》。

相互对照，汇成历史的洪流

小集群、相互对照的布展方式，让此次

展览处处呈现出丰满的细节。它们与“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之路相融，汇成历史的洪流。为了讲好这些

人民的故事，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李晓峰坦言 “看了两万

件馆藏作品，最终出库了700多件”。他将这

些作品来来回回排列组合，挑出600?件。

每一组构成小集群的作品， 都是一个

关于人民的生动故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十来幅宣传画被布置在一整面墙上，其

中就包括流露出对新知识充满渴望的 《书

籍是知识的窗户》、围绕特定节庆活动而绘

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有明快风格、斑

斓色彩的绘画样式， 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的印记历

历可见。制鞋生产线上的女工、忙碌的电台

接线员、笼罩在烟火气中的大厨、拨着算盘

的会计……大大小小总共近十幅摄影、版

画作品一同呈现， 拼凑出可亲可近劳动者

万象。刘仁杰《风》、赵宪辛《都市自由人》等

一连串或诗意或梦幻的人物画连成一线，

不约而同张扬着青春的气息， 传递出面对

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不少形成对照的作品， 则不免看得人

会心一笑 。 邱瑞敏等人合作的油画 《晨

曲———浦东崛起》，描绘了正在崛起的陆家

嘴“三件套”，与之呼应的则是一幅用鱼眼

镜头拍摄的上海全景 《申城追云》，“三件

套” 出现在了画面中。 展览中随处可见的

“小心思”，或许都将让观众更有获得感。

美颜之外，“当代化”的哪吒
能否拥有全新的生命形态

从“魔童”到朋克少年，这个“经典”人物又一次跃上国产大银幕

哪吒再现大银幕，动画电影《新神榜：

哪吒重生》定档大年初一。 这次，哪吒离了

陈塘关，是未来大都会“东海市”的俊小伙，

盘正，腿长，穿皮衣，飙机车，在现代废墟里

抡着钢鞭干架。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前，

哪吒的形象变更并不成为问题， 从 “封神

榜”到“新神榜”，即将公映的这个盛世美颜

版哪吒真正值得观众关心的是： 创作者想

用这群古老的原型人物制造出什么样的

“新世界”？

不断被“当代化”的哪吒

关于哪吒的来历，学界认可的通行说法

大致有两种。 占统摄的意见认为，哪吒的形

象出自佛经，他是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

王的儿子，为父亲率领夜叉大军，别号“鬼

王”。另一种东方学领域的观点认为，哪吒来

自印度神话 《罗摩衍那》， 是力量强大的童

神。 哪吒在印度的正统血缘并不重要，精彩

在于这个形象东渡进入中国之后的衍变。

关于哪吒的传说何时进入中国， 最早

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东晋十六国北凉时

期的佛经。唐代的宗教书籍里，明确描述这

位大神“恶眼见四方”。他为了参透佛理，把

骨肉还给父母，成为“神的孩子”。

现在通行的解释认为， 从印度传过来

的“以肉身换真理”版本，有悖于古代中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 所以从宋代

开始，逐渐出现“父子交恶”的情节演绎，意

思是原生家庭有矛盾在前， 佛门慈悲收容

在后。 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都

有“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说法。

宋元时期， 哪吒形象孔武凶悍，《景德

传灯录》和《五灯会元》形容“忿怒哪吒扑帝

钟，三头六臂擎天地。 ”到元代，关汉卿在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里写：“可与那个恶哪

吒打个撞见。”同时期的杂剧提到哪吒时大

多是类比恶少、狠人，如“你这无端弟子恰

便似恶哪吒”或“似个追人魂黑脸哪吒”。又

是黑脸又是恶，形象自然不好，元代成书的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描述哪吒身高六丈，

大约是20?高。 元末罗贯中写 《三遂平妖

传》，哪吒“三个头似三座青山，六支胳膊似

六条峻岭，一开口，血泼泼露出四个獠牙”。

要到明代，《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两

部神魔小说先后问世， 哪吒的形象在其中

得到细致刻画，趋于清晰和统一。 在明朝，

书籍是昂贵的消费， 仅限于经济自由的知

识阶层。 所以并不是《西游记》《封神演义》

塑造了民间对哪吒的认知，正相反，小说作

者的写法是民间众多版本的汇合精简。 明

代以后，在各种地方戏里，哪吒这个角色由

娃娃生应工，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童

子”形象———穿着肚兜，梳俩发髻，嫩生生

的孩子。吴承恩的《西游记》里哪吒出场，“总

角才遮囟，披毛未苫肩”，孙悟空当即调戏他：

“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 ”

可以说，这个粉雕玉琢的“陈塘关三太

子”，是明朝群众文艺的结晶。

如果只是再现陈旧的世
界，那么“经典”不值得重述

哪吒作为一个艺术原型， 他在唐以后

历朝历代历经的形象变迁， 充分证明经典

的魅力不在于恒久不变， 而是不断穿透时

间的屏障，阐发“当下”“当代”的演绎。

其实在小说《封神演义》里，哪吒的形

象仍然是个“不良少年”。他自刎后被复活，

再被投入姜子牙的阵营， 大抵也只是被当

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在晚明到清朝

的连台本戏《封神榜》中，哪吒这个炫技角

色———演员要身披红绫、 把直径夸张到一

尺五的道具“乾坤圈”斜穿腰上，还要不间

断表演“火尖枪”对刺等高难度技巧……在

舞台可看性的基础上， 他被塑造成一个俊

朗可爱、匡扶正义的神勇小英雄。

在各种地方戏的舞台上， 哪吒接受了

彻底的世俗化， 他从一个遥远的、 凶恶的

神，先变成受委屈的孩子，又因投身正义的

事业，再度“封神”。民间艺人们在戏曲舞台

上创造了一个世界， 哪吒封神寄托着民众

朴素的渴望：神从人间来，神理解、甚至遭

遇过人间的苦难，神为受难的人们谋福祉。

到了1979年动画片 《哪吒闹海》 诞生

时，戏曲“高台教化”的意味已经淡化，但美

学修辞的影响仍在———动画片中哪吒的形

象一目了然地来自戏曲， 乃至最深入人心

的那段“爹爹，我把骨肉还给你”也是从一

连串戏曲身段中衍化来。 这个悲剧的白衣

小少年承载了美学渊源， 却也带着时代语

境的烙印。动画的高光时刻强调他和父亲、

和家庭、和他出身的阶层决裂，这个“逆子”

以生命的代价选择到人民中去， 这显然呼

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当代史， 闪耀着革

命浪漫主义的锋芒。

无论是且演且编的传统折子戏， 还是

当代文艺作品中“变形”的哪吒，创作者用

故事构建的世界，远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电

影《少女哪吒》里，从未正面出现的“哪吒”

成为悲伤的隐喻， 指向被成年世界围剿的

天真和反叛。 话剧《哪吒回了陈塘关》是涅

槃少年向成人世界发起控诉， 不谙世故的

诚实道义试图冲破世故网罗的无边谎言。直

到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父权结构下的

代际对抗被消解， 相爱相杀的友情主题取

而代之，在父慈子孝的世界里，最激烈的冲突

成了人物内在自我认知的挣扎。

“经典”一再的重述，不会总是再现旧

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新神榜： 哪吒重

生》 预告中输出的机车少年的造型和蒸汽

朋克的景观，倒不像是噱头，而构成巨大的

悬念和挑战———在一个以“新”和“重生”为

题的电影里，“经典” 人物将展开怎样的生

命形态？ 电影有能力制造出一个提供崭新

维度的世界吗？

这比大喊“国漫雄起”的口号难多了。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七星彩第 2101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7 2 0 4 4 + 9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3 185819 元

三等奖 22 3000 元

四等奖 1455 500 元

五等奖 24555 30 元

六等奖 1095365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56374536.61 元

排列 5 第 2102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6 5 9 8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02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6 5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柳青

专家视角

哪吒形象不断变迁，证明经典的魅力不在于恒久不变，而是不断穿透时间的屏障，阐发“当下”的演绎。 图为《新神榜：哪吒重生》海报。

▲关良 《献花舞》， 中国画

荨杨可扬 《上海早晨》， 版画， 1994年

（均展方供图）

▲展览现场。 赵东阳摄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