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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申城美术馆阵营再添
新成员。 豫园旁，古城公园口，由沪南钱业公所原址
改建而成的胡问遂艺术馆昨天正式开馆 ，“濯古来
新———胡问遂书法作品展”同时揭幕。这是一处专门
展示胡问遂书法艺术精品、 开展书法艺术研究交流
和教育普及活动的展馆，已被市教委授予“上海文化
艺术场馆教学实践基地”。

“胡问遂艺术馆的建立，无论对于海派文化品牌
的打响，还是对于申城美术馆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长朱刚表示，一来，

胡问遂既是海派书法大家，又是书法教育大家，这使
胡问遂艺术馆肩负着书法传?与教育的双重使命；

二来，在上海多达近百家美术馆中，这样的书法艺术
馆较为稀缺，极大地丰富了美术馆体系，况且书画同
源，对于育人同等重要。

2019 年，胡问遂家属将所藏胡问遂经典作品近
千件捐赠给黄浦区人民政府， 希望进一步光大海派
书法，传承中国书法艺术。为了让这些饱含艺术大家
心血的珍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胡问遂艺
术馆经黄浦区批准成立。该馆所在的建筑，是一幢始
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三进院落，掩映在一片竹林中。胡
问遂被学界誉为一派“正大气象”的众多书法作品，

悬挂在两大间厅堂的白墙上，自有一种威严。 其中，

展厅中央四个草书榜书大字“濯古来新”，浑厚苍茫、

饱满劲健，格外具有分量。

“濯古来新”，正是胡问遂在书法创作实践方面
的主张。他广览博取传统书法之养分，最终又经反复
实践，由“古”海里真正游出来，抵达“新”的彼岸。 如
是传承创新经历，使得胡问遂渐渐形成宽博雄健、气
象正大的风格。在业界看来，这种书风不仅仅指一种
笔墨风格，更饱含一种精神追求，其间充溢着一股整
体、规范、阳刚、雄健的力量，催人奋进，因而有着不
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引领作用。 与强气象之正大的
书法创作相对应的， 是胡问遂在书法教学上所彰显
的真诚使命感， 他为新时期海派书法的振兴与发展
培养了大量人才。例如，他曾协助沈尹默筹建上海中
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并
在沈尹默的倡导下创办前所未有的大型书法学习
班； 他也曾书写出版 《大楷习字帖》《胡问遂行草字
帖》《胡问遂临魏碑四种》《胡问遂十一帖》等，滋养了
几代书法爱好者；周慧珺、周志高、丁申阳、刘小晴等
当今一批书坛名家都是他的弟子。

业内期待胡问遂艺术馆今后成为上海书法界的
一张亮丽名片，培育上海书法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
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气息浓郁的文化展示新阵地、海派文化新高地。

据悉，以胡问遂艺术馆为主体，上海书法家协会携手上海市教委将
开展《胡问遂杯上海市学生书法大赛》，举多方之合力，为更多的青
少年学生搭建书法展示平台和书法教学实践契机。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潘善助指出：“从青
少年开始提高书法审美很有必要。市民的艺术修养，与美好生活指
数息息相关。审美基础有了，创作上的高峰也才能进一步期待。”

她们不惑之后的温润光芒，从自强独立中“杀”出来
海清主演的电视剧《甜蜜》在央视八套热播，众多中生代女演员以演技“突围”引关注

由海清主演的电视剧 《甜蜜》 在
央视八套?出。 剧中， 海清饰演的田
蜜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后， 毅然决
然地担起偿还巨债 、 重振企业的责
任， 展现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的奋斗
精神。 同样， 近期热?的电视剧 《正
青春》 里， 吴谨言、 殷桃、 左小青、

刘敏涛等女性主演凭借个性鲜明的演
技， 讲述了不同代际女性在职场和生
活中的成长故事。

尤记得 2019 年， 海清在某电影
节上道出中年女演员的尴尬———在大
多数国产剧的剧本里， 中年女性的角
色总是逃不开母亲、 妻子和婆婆， 很
多三四十岁的女演员都曾陷入 “要么
装嫩 ， 要么扮老 ” 的窘境 。 两年过
去， 《三十而已》 《摩天大楼》 《流
金岁月》 《阳光之下》 等女性题材剧
集不断涌现 ， 越来越多展现独立自
我、 具备职场魅力的女主角 “圈粉”

无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生代女
演员无戏可拍”的困境。

视野开阔的当下观众更愿意看到
的， 是基于人性与真实， 展现女性各
个年龄段之美、 之惑、 之强的影视作
品。 45 岁的刘敏涛说： “我 18 岁的
时候是黄金年龄， 我 48 岁也是黄金
年龄， 可能我到了 68 岁， 还可以拿
奥斯卡呢。” 一直被她视为偶像的梅
丽尔·斯特里普， 正是在 69 岁时又捧
回一座小金人。 中国观众也喜闻乐见
更多年过 40 的女演员， 在好作品中
展现她们多样化的风采。

用女性的坚韧去面
对人生的难

电视剧 《甜蜜》 在爱奇艺、 芒果
和腾讯三家网络平台同时开?， 开头
的剧情却并不甜蜜。 丈夫因公司甜蜜

科技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压力过大
而突发脑溢血致死， 女主人公田蜜一夜
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不少网友对海清
一秒入戏的演技给予好评———无论是猛
然间听到丈夫出事时的呆滞， 以及不愿
意相信这一切时的茫然无措， 还是为了
不让远在美国治病的父母担心的坚强与
隐忍， 都让人心疼万分。

从养尊处优的富太太跌入生活谷
底， 不但失去了深爱的丈夫， 资产还被
冻结甚至流离失所， 突然来到的灾难对
田蜜的打击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有情有
义、 性格坚韧的女性， 她愿意承担因丈

夫猝死而需偿还的债务， 勇于面对人生
的难。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可能遭遇
意外， 比如失业、 得病、 家人离世等，

而如何从困难中重新振作， 也是所有人
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 。 《甜蜜 》 的真
意， 正是通过田蜜面对人生挫折时的抉
择来引领剧情， 展现女主人公内心深处
的真实力量。

根据目前?出的剧情， 从各路讨债
人的各怀心事， 到好友的丈夫欲借给女
主角房间却打着歪心思的道貌岸然， 都
是那么传神和写实。 《甜蜜》 后续能否
获得较好口碑， 关键在于女主角能否在

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前提下， 和任重饰
演的信托经理常胜并肩拼搏， 最终赢得
事业成功、 实现自我成长。 若女主角完
全依靠男主角的帮助一路猛开金手指，

难免又沦为中年 “玛丽苏”。

事实上， 就在前几年的国产剧中，

40 岁以上当代都市成熟女性的形象十
分稀缺。 这也就不难解释，2018 年网友
自发编写《淑女的品格》剧本，“脑补”袁
泉、陈数、俞飞鸿、曾黎四位 40+实力派
女演员“飙戏 ”曾经刷屏多日 ；2019 年 ，

38 岁的演员杨蓉在社交媒体说“我渴望
转型，想演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子，或者生

活里忧伤跟喜悦一样多的单亲妈妈， 想拥
抱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观众”，引起无数网友
共鸣。 不少中年男演员以睿智、从容的“大
叔”形象圈粉并迎来事业第二春之后，期待
更多中年女演员遇见合适的角色， 闪耀属
于个体生命的丰富光彩。

不被年龄束缚，用“一
人千面”活出女性真我

端庄、 大气、 坚韧， 这是不少观众心
中刘敏涛的荧幕形象 。 而热?剧 《正青

春》 的舒婉婷作为公司里运筹帷幄的
力量， 对职场生态和人情世故都把控
精准， 刘敏涛以细腻饱满的演技， 展
现了这个角色八面玲珑的一面。 有剧
评人说， 她看似人畜无害， 唇边带着
微笑， 对待下属和和气气， 但和气中
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心机， 甚至是谈
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势。 网友们留
言 “舒总又美又飒 ” “姐姐的职场

BOSS （领导） 气场爆棚， 看不够”。

其实， 从她在多部剧集和真人秀
里的表现来看， 刘敏涛不仅能演端庄
优雅的角色， 也能把飞扬跋扈的角色
演得入味。在不少女演员早年成名、30

岁后无戏可演之时， 刘敏涛反其道而
行之。 2015 年凭借《伪装者》《琅琊榜》

被观众记住时，她已近 40 岁。 她可以
是《伪装者》里霸气干练的大姐明镜、

《琅琊榜》 中隐忍贤淑的静妃、《欢乐
颂》里威严唠叨的妈妈，也可以是《演
员的诞生》 里一口京腔的慈禧、《声临
其境》 中高傲强势的 “穿普拉达的女
王”…… “一人千面” 道出不少观众
对她演技的称赞与认可。

刘敏涛上一次大规模 “出圈 ”，

是去年 5 月她在某台晚会中演唱的
《红色高跟鞋》。 身着一袭烈火红色露
肩长裙， 在歌声中袅娜而又随意地摇
摆身体， 还时不时露出挑眉、 眼波流
转的俏皮表情……这段演唱两天之内
观看量超过 3000 万， 网友评价 “三
分讥笑， 三分薄凉， 四分漫不经心”。

后来， 涛姐又甩去优雅风衣， 和摇滚
乐队新裤子同唱 《你要跳舞吗》， 又
酷又飒的表演再次登上热搜。

一夜之间成为 “姐圈” 顶流， 本
质上是因为刘敏涛的 “反差萌”。 她
用行动证明 40 多岁的女演员， 可以
“甜蜜”、 可以 “正青春”， 也可以有
自己定义自己的任何样子。 不被年龄
所束缚， 不受偏见之影响， 只要心怀
目标勇往直前， 女性的人生 “爽文”

为何不能从中年开始？

■本报记者 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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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上新”，来看看艺术珍品中牛的“踪迹”
今年是牛年，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牛

是亲密而又善良的朋友， 可与之共甘苦 、

同劳作， 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 从
古至今 ， 牛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
源 。 以上海博物馆为例 ， 在青铜器 、 玉
器、 书画和印章上， 皆可以看到牛的 “踪
迹”。

日前， 该馆首次聚焦东亚文化圈下的
生肖习俗， 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共同联
手推出本年度第一个新展 ： “卓荦迎
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 ”， 并在
部分常设展厅特别展出不同类别的牛年文
物， 为人们呈现艺术珍品中牛的 “踪迹”。

为了让大家足不出户欣赏到这些艺术精
品， 上海博物馆在官微上进行了详细的图
文解读。

曾是重大祭礼中的“特
牲”，常出现在青铜礼器上

据文博专家介绍， 我国牛的驯化， 距
今至少已有 7000 年的历史 ， 浙江余姚河
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两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
骸， 证明当时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 ，

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 而普通的牛种则约
在 6000 年或更早时期已被驯化。

上古时期牛的最主要的用途是肉食和
祭祀。 由于体量大， 喂养容易， 因而牛在
当时驯化的各种家畜中显得最为重要， 是
重大祭礼中的 “特牲”。 因此， 在古代青
铜器制作中如遇最重要的动物型礼器， 往
往选择以牛为造型。 比如， 上海博物馆收
藏的一件商代晚期的凤纹牺觥， 整器为一
头牛的造型， 牛首、 牛背作盖， 牛背上立
有一虎为盖钮。 牛的颈部作短流口， 腹部
浑圆， 腹下部有四个小乳突， 尾部垂有尖
短尾， 四个壮实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
小趾。 这些生动的细节反映了古代工匠细
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 青铜觥
是用于盛酒的礼器。 此器为20世纪50年代
拣选于上海冶炼厂， 其形制、 纹饰与1977

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一件牺觥基本
一致， 仅在细部纹饰有微小的差异， 很有
可能是同地区出土， 后辗转流入上海。

到了春秋战国时 ， 牛被用于耕田 ，

出现了宁戚等著名相牛家 。 上海博物馆
收藏有一尊春秋晚期的温酒器牺尊 ， 造
型写实生动， 牛鼻处设一铜环， 表明此时
已采用了 “牵牛鼻子 ” 驯养耕牛的方法 。

至汉武帝时 ， 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了轮作
制———“代田法”， 发明和推广了耧车 (?
种器)， 使牛耕得到广泛应用， 取代了落后
的末耜农耕， 牛的地位愈显重要， 成为六
畜之首。

清代任熊的 《甯戚饭牛图页》 描绘了
《吕氏春秋》 中 “甯戚饭牛” 的典故 。 这

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故事： 相传甯戚
想要到齐桓公那里去求取官职， 因为穷困
无法接近齐桓公， 于是， 受雇替商人赶车
到齐国去， 夜晚就在城门之外住宿。 齐桓
公到郊外迎接客人 ， 甯戚在车前给牛喂
食， 看到齐桓公而悲伤，敲打着牛角，唱着
很悲伤的歌曲。 齐桓公听见后，命人将其带
回并排除众议重用了他。 此举为齐桓公赢
得了人心，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创作
《甯戚饭牛图页》时，任熊以笔墨勾勒造型，

然后加以渲染、设色，结合了人物、山水、动
物各科画艺，又不失文人画的雅趣。

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寄托着对美好的向往

一件宋人绘制的纨扇作品 《柳下双牛
纨扇页》， 体现了牛在古代以农为本的社
会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画面主体是一

对在夏日农闲时自由放牧的母子牛， 一大
一小， 一静一动， 对比生动。 母牛脖子上
的缰绳不受约束， 体现了人与牛之间和谐
信赖的关系。 此作描绘的是南方水牛的形
象， 造型精准， 技法全面， 代表了南宋院
体画的高超水准。

生肖牛与十二地支的第二位 “丑” 相
对应， 所以称为 “丑牛”。 根据属牛人出
生的不同年份 ， 又可分为乙丑牛 、 丁丑
牛、 己丑牛、 辛丑牛、 癸丑牛。 明代， 以
朱豹、 朱察卿父子为代表的朱氏家族是上
海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望族。 朱豹于正德十
二年登进士， 这一年正好是丁丑年， 为此
他请人刻了一木一石两方 “丁丑进士” 同
文印以作纪念。 两印印钮造型饱满， 工艺
高超； 印文皆为白文， 风格相近， 使用牙
木雕中直刀深雕细剔的传统工艺。 这两方
印， 目前皆保存在上海博物馆。

牛在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中不仅是生
产资料， 还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如立春节

气的重要习俗 “打春牛” 就有规劝农事 、

策励春耕的含义。 清代康熙年间的景德镇
窑五彩耕织图碗充满童趣： 碗心绘牧童骑
牛， 并将斗笠高高抛起； 外壁绘农夫驱使
水牛耖田的场景。 该图像来源于康熙 《御
制耕织全图》， 一侧又以金彩书写南宋楼
璹的《耖》诗一首。 “耖”是土地经过耕、 耙
之后的下一道工序， 作用是进一步破碎土
块， 使水田平整、 土肥相融。 画面中农夫
所持的带有列齿的农具也叫做耖。

童子牧牛题材因极富生活气息， 兼具
乡野之乐，一派天真，一直广受青睐，不仅
是绘画作品中的“常客”，也为玉器创作带
来了许多灵感。 比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件
玉童子牧牛圆雕，主体为一卧牛，牛背有一
童子，左手扶牛角，右手执穗，似正攀爬而
上。 隋唐以降，玉器转向生活化、玩赏化，艺
术陈设品应运而生。 至明清，富贵人家无不
摆放玉质陈设以彰显文化品位， 又以玉质
人物、动物、山子等较为常见。

■本报记者 李 婷

胡问遂艺术馆展厅。

刘敏涛主演的热播剧 《正青春》 剧照。 海清主演的电视剧 《甜蜜》 剧照。

制图： 李洁

荩商代晚期

的凤纹牺觥。

荩明代“丁丑

进士”印。

荨明代“丁丑

进士”印。

茛清代康熙年间的景德

镇窑五彩耕织图碗。

▲清代任熊的 《甯戚

饭牛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