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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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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跨年大展“一

年又一年 · 档案2021——首届上海当代新

兴版画推介”，以独特的形式引发广泛关

注。这是刘海粟美术馆版画十年计划中的

起步，把上海的版画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探

索版画的特征与当代视觉文化的联系，以期

让上海版画艺术再次成为新都市文化舞台

中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美术探索现代性追

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日来，展厅不时变身版画体验站，邀

请观众切身感受版画的艺术魅力，让人直呼

“长知识”。1931年，鲁迅在上海发起的中

国新兴木刻运动，通过以黑白木刻这种鲜明

强烈的艺术形式，记录时代的呼吸，抒写人

生的悲欢,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并长

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的路

径和方向。今天，版画艺术已在中国大地上

深深扎根，不仅融合时代和民族的精神内

涵，也成为一种能够让艺术家近距离触摸社

会脉搏的特殊艺术媒介与表现方式。更具

意义的是，在这一进程中，当代版画家继承

和发扬了新兴版画运动的伟大精神，创作出

一批体现民族精神、符合人民需要的时代作

品。此次展览共展出王西林、金祥龙、赵永

泉、徐增英、熊友飞等9位上海版画艺术家

的61件版画作品，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艺术

探索。例如，金祥龙以独特的绝版版画技艺

使得《潮起大江》兼具版画的形式、油画的色

彩、国画的意境，既有形式感又富于肌理之

美。徐增英采用木版叠印技法创作《上海-

地铁初驶》，作品中有着许多细密流畅又精

致的线条，层层交错充满动感，让人仿佛看

到会呼吸的有生命的城市。

“一年又一年”是国内美术馆中少有的

“马拉松式策划”，准备连续运作十年乃至更

长时间，在新兴木刻版画运动90周年之际

起步，以2031年作为阶段性的节点，以纪念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100周年。刘海粟美术

馆馆长鲍薇华告诉记者，这一项目以年度档

案记录的方式，持续关注当代版画创作群

体，希望能激发版画创作者们的艺术责任

感，推动艺术家们以更高的精神追求、更扎

实的创作技巧和更多元的艺术表达去开展

创作实践，为社会和历史留下更优秀的作品。

据悉，这一项目计划每年遴选十名左右

的中青年艺术家，较为系统地展出艺术家某

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及在创作过

程中的笔记、草图，和记录创作现场的照片、

影像，同时展出原版、工具、材料设备和模拟

现场环境，以便观众了解他们的创作理念、

创作过程和方法。刘海粟美术馆将收藏展

览中的优秀作品并对相关资料作系统性的

记录和整理存档。展览也设立一个专门板

块，记录与创作年度同步的重要社会事件，

以及与此相关的版画作品，鼓励和引导艺术

家关注社会、关注当下、关注生活。

围绕此次展览，一系列生动的体验工作

坊不定期在展厅内展开，与观众亲密互动，

营造着难忘的观展体验。版画家现场指导

观众进行版画印制体验，邀请艺术爱好者上

墨、印制，将完成的版画作品带回家。其中，

虎年大年初五，美术馆将迎来格外应景的木

刻版画《迎财神》体验工作坊，《虎年大吉》

《大吉大利》等都是馆方为观众精心挑选的

体验母本。在墨香与木香的烘托下，人们能

亲手拓印一张属于自己的木版年画，感受古

老非遗技艺的智慧与魅力的同时，将新年喜

气带回家。

让上海版画艺术再绽夺目光彩，刘海粟美术馆开启版画十年计划“一年又一年”

体验木刻版画，将新年喜气带回家

■本报记者 范昕

本报讯 （记者李婷）二战期
间，上海收留了约两万名欧洲犹太

难民，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寻找光

明的诺亚方舟。1月27日是“缅怀

大屠杀遇难者国际纪念日”，原创

大型铜铸雕塑《幸存者之歌》揭幕

仪式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

雕塑《幸存者之歌》设计灵感

来自作家贝拉的同名小说。该雕

塑由留俄雕塑家吕旗彰设计制作，

长2.8米，宽1米，高2.6米，以浪漫

主义表现手法，刻画了迈克 ·麦德

沃一家站在甲板上依依不舍挥别

上海的永恒瞬间，打造出漂泊异乡

的犹太人把上海视为温暖故乡的

写照。

“迈克 ·麦德沃一家是真实存在

的，我跟他们接触过很多次，他们很

热爱上海，对这座曾经生活过的城

市念念不忘。”贝拉告诉记者，雕塑

中的六岁男孩，如今已经81岁了，他

便是作品八次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迈克 ·麦德沃。

眼下他正在写个人自传，上海是其

中一个温暖的篇章。

出生于上海的作家贝拉多年

来一直关注“犹太人在上海”题材

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已陆续出版相

关主题图书。“犹太人在上海”系列

长篇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英

译，出版后在国际上尤其在犹太人

世界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小说《幸

存者之歌》以迈克 ·麦德沃一家二战

时期在上海的真实生活为原型，讲

述其父亲大卫与母亲朵拉在上海

恋爱结婚，并在艰难动荡的岁月

中，努力奋斗实现上海梦的故事。

作品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充

分展现犹太人民对上海的感情，被

学者、媒体与读者称为上海版《乱

世佳人》。为了创作，贝拉前后花

费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查询到大卫

供职上海美商电话公司时期的档

案资料。此外，她还多次赴美造访

朵拉，获取一手史料。贝拉将爱与

信仰作为作品的内核，以展现上海

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以及中、犹

民族面对苦难时相濡以沫、同舟共

济的大爱精神。

据吕旗彰介绍，整个雕塑的创

作历时两年时间。其间，贝拉给予

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帮助。远在纽

约的迈克 ·麦德沃也肯定了该艺术

作品，此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我为能在上海生活感到无比骄

傲，中国人民非常友善，这是一座了

不起的城市，这个雕塑纪念了我的

一生，不仅仅是好莱坞的生活，更有

我人生最开始的点点滴滴。”

有别于一般的纪念性主题雕

塑，《幸存者之歌》不刻意表现战争

的苦难和人类命运的坎坷，而是传

递温暖和希望，向世界展示上海的

包容。该雕塑由上海麒源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出品，后续计划在虹口

区白马咖啡馆门前永久展示。

为讲好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故

事，与世界人民共同铭记历史、珍爱

和平，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与匈牙

利驻沪总领事馆合作，于1月27日

下午启动《V4国家摄影师视角下的

当今犹太文化》图片展。

诉说犹太人在沪往事，原创大型铜铸雕塑《幸存者之歌》揭幕

中国足球又一次亲身体验到了与亚洲一流之间的差距有多

大。在昨晚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十二强赛第

7轮对决中，中国男足客场以0比2不敌日本队。与失利的结果相

比，更令人绝望的是比赛过程，国足在比赛里始终处于被动挨打

的境地，毫无还手之力，全场比赛只有两脚射门，无一命中目标。

此役告负后，目前积5分的国足与小组第3位的澳大利亚队

已相差9分，再加上澳大利亚的净胜球比中国队多出15个，在十

二强赛仅剩三轮的情况下，中国男足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晋级卡

塔尔世界杯决赛圈的机会。

尽管接手国足的时间不长，但李霄鹏还是尽力给球队带来

改变，从首发阵容来看便有两处变化：此前的十二强赛从未有过

首发经历的蒿俊闵出现在了主力阵容中；郑铮担任左边后卫，此

前经常出任该位置的王燊超改打后腰。郑铮和蒿俊闵均曾在李

霄鹏执教的山东泰山效力，显然国足新帅希望这两位自己非常

熟悉的球员能在场上打出默契配合。

赛前，李霄鹏曾表示要尽全力为中国队留住晋级世界杯决

赛圈的最后一丝希望。但随着比赛的深入，无可奈何的表情屡

屡浮现在这位山东汉子的脸上。第12分钟，日本队右路打出配

合，伊东纯也送出传中，王燊超飞铲破坏，却在倒地时不慎右手

触球，主裁判判罚点球，大迫勇也主罚命中。

“球队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正式的热身赛了，教练组的计划

是用开场20到30分钟时间适应日本队的比赛节奏，但效果并不

是特别好。”李霄鹏赛后表示，国足的第一个丢球从时间节点来

看非常糟糕，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比赛节奏。这一句话其实也同

样适用于球队的第二个丢球。

第55分钟，李霄鹏开始调整阵容，他用韦世豪和归化球员

阿兰换下了蒿俊闵、张玉宁，力求利用两者的突破能力来打开局

面。遗憾的是，第61分钟，中山雄太左路送出速度极快的传中

球，接应到位的伊东纯也中路头球得分。

“我对这场失利负全部责任，非常抱歉。至于接下来的比

赛，我们依然会全力以赴，以200%的努力全力准备。”李霄鹏表

示。根据赛程安排，中国男足的下一场比赛将于2月1日晚举

行，球队将在客场挑战越南队。

世预赛十二强赛客场0比2不敌日本队

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世界杯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今年最强雨雪云团南压，“接力棒”传
到了上海手中。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受冷暖气流

共同影响，上海今天下午起逐渐转为雨或雨夹雪天气，中西部地

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夜间局地雨雪量可达中等程度。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本周二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

今年以来最强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雪天气过

程具有持续时间长、降水量级大、雨雪相态复杂等特点，其中昨

天至明天白天是此轮降雪最强时段。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天下午起，本市逐渐转为雨或雨

夹雪天气，中西部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出现，下午到夜间局部地

区雨雪量可达中等。明天雨雪稍歇，局地阴有小雨或小雨夹

雪。在湿冷的“魔法”攻击下，本市气温也将全面跌至10℃以

下，据预测，今明两天全天气温在2℃至6℃之间。气象专家提

醒，由于地表温度高，本市出现明显积雪和道路结冰的可能性较

小，但雨雪天气会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

据预测，周日起上海天气逐渐转好，农历除夕至虎年正月初

一白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短暂降水间歇过后，本市会多阴

雨相间的天气，气温总体不高。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一年又一年 ·档案2021”配套版画体验活动。

雕塑《幸存者之歌》设计灵感来自作家贝拉的同名小说，由留俄雕

塑家吕旗彰设计制作。

在申城，各种冰上运动场地逐步嵌入商场、

公园、学校，让人们领略冰雪运动的热情，也享

受“冰雪奇缘”。

▼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1200平方米

的户外真冰场，冰雪运动热火朝天。

制图：冯晓瑜

雨或雨夹雪，申城今明气温2℃至6℃

龙华东路一号船坞，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

1200平方米的户外真冰场，90后“溜冰发烧友”张

广昊和朋友们在冰面轻快飞驰。有过溜旱冰经

历，他一上真冰就能滑，几圈下来游刃有余。朋友

中也有摔得四仰八叉的，却仍掩不住笑出声。

“太酷了!谁能拒绝冰雪的快乐？”溜冰、滑

雪、推冰壶、打冰球……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临

近，上海，这座一年到头很少下雪的城市，冰雪

“冷”运动“燃”起来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中国在申办

2022年冬奥会报告中写下的目标有了清晰答

案——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

达3.46亿，居民参与率达24.56%。

在申城，各种冰上运动场地逐步嵌入商场、

公园、学校，让人们领略冰雪运动的热情，也享

受“冰雪奇缘”。

冰雪正当潮，家门口真冰场
“火”了

戴上头盔、穿上滑冰鞋，推着“小海豹”，户

外真冰场热火朝天，孩子们一个个像模像样地

做着开滑前的热身。

昨天的上海，气温骤降阴雨连绵。“银装素

裹”的冰场迎来客流量回升。

“没想到大家热情那么高。”市轮滑运动协

会会长、圣巴（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顾

卫峰感叹。对于冰雪运动，以往有这样的标签：

“小众、专业，北方才有。”

随着冬奥会临近，上海的冰雪运动也迎来

快速发展的窗口期。譬如，聚焦“一江一河”滨

水空间打造的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去年10月

刚开放。其中暗藏“小彩蛋”：公园在建设之初，

就特意设置了轮冰共用场地，“三季滑轮滑、一

季滑冰雪”。去年12月，轮滑场地“摇身一变”成

了上海最大的户外真冰场。

除了日场，夜场也常“爆满”，顾卫峰说：“不

单是群体扩大，家庭亲子和年轻人成为主力军，

大家装备、技术上也更专业。”

除了滑板公园，大街小巷都能觅到“冰雪奇

缘”。位于万象城购物中心的世纪星滑冰场总

是热闹非凡，总面积1800平方米的冰场，同步向

社会公众开放。在闵行区虹桥镇，一份“运动虹

桥电子地图”仔细挖掘梳理出包括冰场在内的

22个类型350个体育设施点，花样滑冰、冰球、冰

壶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也能按图索骥找到合适

的场地和志同道合的玩伴。

搭上产业链，推动冰雪经济
成热门赛道

冰雪运动的火爆，也推动冰雪经济成为一

条热门赛道。

“这是‘沉睡’的冰雪市场被打开后的迫

切需求。”在黄浦区，这两天又诞生了一家

“新”协会：黄浦区冰雪轮滑协会。顾卫峰也

多了一重身份：黄浦区冰雪轮滑协会会长。

“轮滑，就是‘旱冰’，本来就具备冰雪属

性。黄浦区下一步将要打造的轮滑和冰雪共通

共融的全新模式，直指更大的生态体系。冰雪

轮滑运动协会的成立，也意味着冰雪运动今后

将得到更好普及，冰雪产业得到更好发展。”

沪上商场内，以Snow51为代表的室内滑

雪逐渐兴起——蹒跚学步的孩童、精神矍铄

的六旬老人，都能在滑雪模拟器上，体验到

乐趣。

“一站式滑雪服务”也蓬勃发展，将产品、专

业教练教学、场地、体验、活动赛事等资源进行

整合，打通冰雪运动普及的各项痛点。

顾卫峰已经开始动脑筋：未来，如何以黄浦

滨江滑板极限公园这一文化、活力兼备的场地

为核心，激活冰雪运动相关产业链。他透露，年

后将继续规划滑雪模拟机等项目。未来，滑板

公园的版图中，还将扩容纳入3个夏季奥运项目

与1个冰雪项目。

一起向未来，人人都有“冬
奥梦”

一个滑冰俱乐部，一群热血少年，不远处的

横幅上是“一起向未来”的标语。一旁，“冠军教

练”邓磊正忙着带娃“上冰雪”。

孩子也有“冬奥梦”。体教结合，是上海冰

雪运动发展的一大特色。邓磊这位1988年出生

的花样轮滑亚洲冠军，现在全心投入到培训青

少年工作中，希望他们继续“圆梦”。

冰雪运动也走入学校、走入课堂。两腿弯

曲、重心前移、自由滑行……黄浦区卢湾一中心

小学的学生们一套专业动作行云流水。“南方少

雪，冰雪运动对孩子们有着异常的吸引力。”学

校体育教研组长陆倍倍告诉记者，2018年12月，

上海市冰雪运动进校园项目正式启动。从2019

年起，以体育人，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依托学

校周边冰场，开设了滑冰基础课程。现在，还新

增了高山滑雪、花样速滑、短道速滑等项目。

在虹桥镇，“冰雪运动进校园”项目已与虹

桥中心小学等多所学校共建，每年共计培训

1000人次，激发青少年上冰雪的热情。

人人都能圆“冬奥梦”。随着冬奥会临近，

黄浦也将开启区内所有冰雪场馆，面向广大市

民，开展冰雪公益体验活动。

冬奥脚步临近,在我们这座一年到头很少下雪的城市溜冰、滑雪、推冰壶、打冰球……

“冷”运动正当潮！冰雪运动“燃”动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