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这样一类展览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不出国门，就可以一窥悠远多元

的世界文明。如相继巡展至中国国家博物

馆、 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河
南博物馆的古埃及文物主题展都是其中

的代表。 不同的文物有着不同的传奇故

事，记载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在与观众的

一眼万年中，丰富着人们的认知。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

史” 在登陆上海博物馆之前， 已经列入

上海观众的行程计划表 。 自 去 年 6 月

29 日开幕以来 ，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

日当头， 每天上博开门之前， 总能看到

门口有大量观众早早排队。 在三个多月

的展期里 ， 上海博物馆共接 待 参 观 者

40 万人次， 平均排队时间四小时。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

之一， 去年带到上海的展览从大英博物

馆 800 多万件藏品中精选出 100 件 (组)
文物 ， 从奥杜威峡谷出土的 石 质 砍 砸

器， 到当代的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 讲

述 200 万年的浩瀚文明。 这是其全球巡

展的第九站， 此前还曾亮相北京的中国

国家博物馆， 同样积攒起高人气。
展览按照时间线索划分为开端、 最

初的城市、 权力与哲学、 仪式与信仰、
贸 易 与 侵 略 、 创 新 与适应 、 变革与调

整、 邂逅与联结、 我们制造的世界九个

部分。 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浓缩的历

史故事， 见证了人类在不同时期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交融， 体

现出一种宏大的世界史观。 在序厅展出

的是展览的第 000 号展品： 佘盆梅海特

内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埃及木棺，
但全部材料都来自埃及以外的地方： 木

料来自黎巴嫩， 黄金来自努比亚 （今天

的埃塞俄比亚地区）， 青金石来自阿富

汗， 沥青来自两河流域。 开宗明义， 人

类文明不是割裂封闭的， 而是不断交流

融合。
神秘的第 101 件展品也值得一提。

中国国家博物馆挑选了 2001 年宣布中国

重返世 贸 组 织 （WTO） 的 木 槌 和 签 字

笔， 而上海博物馆则展出了一枚由 100
组文物精心构图而成的二维码。 作为展

览中最特别的展品， 契合了当今中国的

发展方向， 也显示出拥抱未来的态度。
去年 12 月 8 日登陆河南博物院的

古 埃 及 文 物 主 题 展 “金 字 塔·不 朽 之

宫”， 也是一开幕便盛况空前。 展览首

日， 距离开展还有近一小时时间， 观众

就在展厅门口排起长龙。 从上午 11 点

开展到下午 5 点闭馆， 客流量一直保持

高位状态。
此次展览分为日常生活、 神的居所

和葬礼仪式三个部分， 展出意大利都灵

埃及博物馆最有代表性的 144 套 235 件

珍贵文物。 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是世

界第二大埃及博物馆， 古埃及文物藏品

十分丰富。 本次展览的展品跨越从公元

前 22 世纪到公元 4 世纪近三千年时间，
其中一些文物更是首次向公众展示。

提到古埃及， 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

的就是神秘的木乃伊。 这次展览中有一

件包裹严密的木乃伊， 距今约 2700 年依

旧完好保存。 此外， 还有多件动物木乃

伊。 在当时， 木乃伊的制作反映了古埃及

人独特的死亡观念。 但另一方面， 这些木

乃伊也代表着古埃及人在医学上的杰出成

就。 除了木乃伊， 展品还有神祇和法老的

雕像、 护身符、 陪葬品和化妆品等。 其

中一件狮头女身的塞赫麦特 雕 像 已 有

3000 多年历史 。 在古埃及文化里 ， 塞

赫麦特是埃及法老的战争保护神。

这一年， 一批热门展览因一个共

同的关键词 “国家宝藏” 而备受瞩目，
由此引发了蔚为壮观的 “博物馆热”。
每一件文物都有着传奇的前 世 今 生 ，
吸引大家走进博物馆， 一起翻开历史

这本大书， 打开中华文明的磅礴格局。
2017 年最热的展览， 非故宫博物

院的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

展” 莫属。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4 日的

展期内 ， 这一展览累计观展人次 150
万。 即使在非节假日， 观众也要排上至

少两个小时的队伍才能步入展厅。
中国的山水画， 先有设色， 后有

水墨。 设色画中先有重色， 然后才有

淡彩。 所谓青绿山水， 是一种工笔重

彩的山水画表现形式， 因其多以矿物

颜料石青和石绿为主设色， 便以此得

名。 它创自唐代， 经几代画家发展传

承， 至明代形成一个高峰。 故宫博物

院在青绿山水画的收藏上有突出优势，
展子虔的 《游春图》， 赵伯骕的 《万松

金阙图》， 王诜的 《烟江叠嶂图卷》 也

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而此次展览的

明星画作 ， 从展览题目即可 见 一 斑 ，
是北宋 18 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唯一传

世之作———《千里江山图》。
12 米巨幅长卷， 是一个少年画师

的雄心与野心， 其中栩栩如生的画面、
细致入微的笔法则显出其艺术创作的

精致与老练。 随着卷轴缓缓打开， 画

面空间逐渐展开 ， 烟波浩渺 的 江 河 ，
层峦起伏的群山， 还有隐藏其中的亭

台楼阁 、 桥梁渡口 ， 以及人 们 幽 居 、
捕鱼、 观瀑的山野闲趣， 令观众一个

个屏息凝神， 直想趴在玻璃上一点一

点 地 看 。 为 了 这 次 展 览 ， 故 宫 还 为

《千里江山图》 定制了新的展柜， 使作

品得以全卷打开。 在以往的几次展览

中， 由于展陈条件的限制， 作品都只

是部分展出。 难怪有观众直言： “排

队三小时， 看画五分钟， 现在回想仍

旧觉得非常值得。”
和故宫博物院遥遥相对的中国国

家博物馆， 同样用一场年度大展吸引

了广泛的关 注 ， 那 便 是 9 月 17 日 至

11 月 30 日 举 办 的 “秦 汉 文 明 ” 展 。
展览是去年春夏之际于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举办的 “帝国时代： 中国秦

汉文明特展” 的 “升级版”， 当时这个

展览在北美吸引 35 万人次观众前去观

展， 掀起一轮 “中国风” 热潮。
公元前 221 年， 秦王嬴政统一中

国， 创立 “皇帝” 称号， 中国历史上

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恢弘

序幕就此拉开 。 秦朝设立三 公 九 卿 ，
推行郡县制度 ， 统一文字 、 度 量 衡 ，
加强了大一统的凝聚力。 汉朝继承和

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思想、 对外交流等领域

继续发展和创新。 秦汉时期的中国创

造了厚重的多元文明， 它奠定了中华

文明在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并对世

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文明” 展从全国 33 家文博

机构精选出 170 件组 、 300 余件重要

文 物 ， 其 中 “国 宝 级 ” 展 品 约 占

45%， 包括人们熟知的长信宫灯 、 金

缕玉衣、 兵马俑、 “皇后之玺” 玉印、
最早的纸绘地图、 “中国大宁” 鎏金

青铜镜……基本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有关秦汉时期的重要考古成果， 展

示出辉煌的秦汉文明。
来自敦煌的 “国家宝藏” 则在成

都引发观展热潮。 2016 年年底， 成都

博物馆推出跨年巨献 “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

文物特展”， 三个多月展期中， 共计有

100 多万人次观展 。 此次展览是国内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以丝绸之路为主

题的敦煌艺术大展。 展品绝大部分由

敦煌研究院提供， 包括八个精品复原

石窟， 10 件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 12
尊敦煌彩塑临摹复制品， 70 幅敦煌壁

画临摹复制品， 自魏晋南北朝到元代，
均为各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再现了

敦煌的辉煌历史。 如果说， 每个人的

心里都有一座敦煌， 那么这次展览则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敦煌艺术的无穷

魅力， 关于敦煌的想象， 从此有了真

实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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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哪些长队
为艺术而候

底蕴深厚的“国家宝藏”，
吸引观众排队争睹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一批高品质艺术特展于国内
多个城市涌现。 为观展而排起长队， 为艺术而悉心等
候， 成为很多人新鲜又难忘的体验。

这道亮眼的文化风景线背后， 恰恰是大众不断升
温的文化热情， 日益增长的鉴赏能力。 今天， 人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多地从物质领域走向精神
领域。

借由这些盛况空前的超人气展览， 博物馆、 美术
馆对于文化精品的供给能否再给一把力？ 大众对于文
化艺术的深层兴致能否被进一步激活？ 新开启的 2018
年， 愿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期待。

———编者

———2017 年国内热门艺术特展盘点

年度盘点

本报记者 范昕 实习生 钱雨彤

这一年 ， 时 值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 一批有着满满 “正能量” 的艺术大

展在全国多地涌现， 以精神价值引领激

荡着人们的心灵， 引发观展热潮。
10 月 28 日于中华艺术宫拉开帷幕

的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

展， 就是其中的代表。 展览自开展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好评， 两个月

累计观展人次突破 30 万。 面对公众火

热的观展需求， 主办方也一度将该展览

的展期延长。
这是一个具有史诗气质的大型红色

主题展览， 凝聚了沪上几代艺术家的心

血之作， 涵盖国画、 油画、 连环画、 版

画、 年画、 宣传画等多个画种。 象征中

国共产党走过 96 年卓越历程的 96 幅作

品， 以石库门为起点， 以富有代表性的

艺术符号、 生动的画面和精湛的艺术语

言，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心怀宏大理想、
情系广大人民的一个个精彩故事。 借由

此次展览， 人们看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很

多深入生活的作品 ， 如林风 眠 的 《轧

钢 》、 沈柔坚的 《船坞中 》、 陆俨少的

《新安江上》、 吕蒙的 《造万吨轮》、 谢

之光的 《万吨水压机》， 颜文樑的 《造

船 厂 》 ， 陈 逸 飞 、 魏 景 山 的 《开 路 先

锋 》 ， 沈 嘉 蔚 的 《为 我 们 伟 大 祖 国 站

岗》、 程十发的 《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

于全世界》 等。 站在这些作品前， 有观

众坦言， 即使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依然清晰地感受到艺术家们笔间纸上留

有的生活温度。 展厅里， 一面大大的留

言墙上贴满了观众观展后意犹未尽的感

言， 其中不乏外语书写的留言。
11 月 17 日至 26 日登陆中国美术

馆的 “美在新时代———庆祝 ‘十九大’
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 ”，
也几乎在一夜之间获得了当地观众的高

度关注 。 短短十天展期内 ， 展 览 吸 引

13 万人次观展 ， 其中展期内首个双休

日， 参观人数即已突破两万人次， 远超

美术馆日参观 6000 人次的上限。
这一次， 中国美术馆将压箱底的宝

贝几乎悉数捧出， 呈现百余年中国美术

之路。 从展览精选出的 200 余件 （套）

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中， 两条脉络历历

可见 ， 一条从晚清赵之谦 、 何 绍 基 开

始， 到民国初年海派任伯年、 吴昌硕诸

家承上启下， 再到齐白石、 傅抱石、 叶

浅予、 李可染等从传统中开拓出花鸟、
山水、 人物画新路； 另一条是徐悲鸿、
林风眠、 庞薰琹融合中西， 油画、 国画

双管齐下， 传承与引进相结合， 开宗立

派建构学术体系， 到吴作人、 吴冠中发

扬各自传派， 登上艺术高峰。
此次展览之所以深受人们的热捧，

在于艺术大师、 名家经典之作云集， 更在

于展览传递出的满满的正能量。 在时代主

题发生转变、 古今中西艺术融汇激荡的语

境下， 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都曾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直面挑战， 从实践创新中重

新鼓荡起中国美术的堂堂士气、 振作起民

族精神， 为中国美术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

些作品所体现的正大、 至刚、 至中、 至正

的精神品质予人以力量。
以正能量激起人们广泛关注的， 还

有 一 位 艺 术 家 的 个 展 ———“ 民 族 翰

骨———潘天寿诞辰 120 周年纪念大展”，
去年 5 月亮相中国美术馆 ， 12 月移师

浙江美术馆。 连日来， 观展人群中甚至

不乏明星的身影。
这是史上 最 大 规 模 的 潘 天 寿 作 品

展， 共展出来自中国美术馆、 潘天寿纪

念馆、 中国美术学院、 西泠印社等机构

的 120 余幅潘天寿代表作及其手稿文献

等。 回顾、 梳理潘天寿的艺术人生， 有

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画面对

西风东渐的严峻挑战时， 潘天寿曾以杰

出的艺术实践证明了中国画与时俱进的

强大创造力， 表明自己的文化自信心，
也曾建构起中国传统精神在现代艺术教

育体系中得以传习和继承的人文系统，
奠定当代中国艺术自我更新 的 意 识 基

础。 展览予人强烈的视觉震撼， 人们发

现， 无论潘天寿画什么， 画鹰画荷画松

画山水， 都有奇特的构图， 将绘画结构

的张力推到边缘的极致； 他的画尽管未

必都是大尺幅 ， 却总让人清 晰 地 感 受

到， 那种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薄而出的

雄浑霸气。

饱满“正能量”的传递，
激荡着观者的心灵

这一年， 我们身边的现象级展览

中， 出现了一类超越单一视觉感官的

“浸入式” 艺术项目。 这正是一股正在

全球各地蔓延的艺术热潮。 数字时代，
艺术的维度不断得到扩展， 艺术作品

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改变。 相

比站在传统的艺术作品之前， 沉浸在

互动式艺术作品中， 观众拥有的是一

种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
创 造 一 个 美 轮 美 奂 虚 拟 世 界 的

“TeamLab： 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 展，
去年 5 月 20 日至 11 月 19 日登陆佩斯北

京画廊期间， 火爆的参观人流令其所在

的 798 艺 术 区 交 通 几 乎 瘫 痪 。 这 是

TeamLab 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 此前

展览在世界多地巡展时已深具 “网红”
体质： 米兰世博会创下排队八小时的纪

录， 东京个展吸引近 50 万人次参观， 每

到一地都曾引发社交网络刷屏现象。
TeamLab 不是一位艺术家， 而是由

400 多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技术与设计创

意团队， 2001 年创立于东京。 他们中

既有画家， 也有程序员、 工程师、 数学

家、 建筑师、 网页设计师、 图像设计

师、 CG 动画师、 图文编辑等。 这样一

群人， 像是 “理工感与艺术感的奇妙结

合体”。 此次 TeamLab 带到北京的 “爆
款” 展览， 包括 12 件作品， 每一件都

是用高科技展开的一段奇幻之旅， 观者

的沉浸式体验也成为了艺术的组成部

分， 人们能够使用自己的身体和手中的

智能手机去 “遥控操作” 作品。 其中有

一片梦幻虚拟花海， 几乎让每个置身这

件作品的观者都变身 “自拍狂魔”。 洒

在墙上、 地上、 人们身上的那些斑斓花

影， 不断发生着变化， 观者的一举一

动———无论是近距离的凝视、 伸手触摸

甚至是践踏花朵都会影响花的诞生、 绽

放乃至凋谢枯萎。 创作团队声称， 利用

实时运算技术打造出的每一朵花都是独

一无二的， 且一旦凋谢就不会再重生，
与每一朵花相遇的瞬间， 都将只有当下

一刻的机缘。
在上海， 同样有一个浸入式展览

堪称热门， 那便是去年 1 月 21 日至 5
月 21 日亮相 龙 美 术 馆 西 岸 馆 的 詹 姆

斯·特 瑞 尔 中 国 首 场 个 展 “Immersive
Light”。 五个月的展期内， 展览共吸引

近六万人次观展， 要知道， 它的门票

高达 180 至 200 元， 可以说是国内最

贵的展览之一。
尽管詹姆斯·特瑞尔是当今世界最

为出色的光影艺术家， 有 “光的魔法

师” 之称， 但这或许只是一个在艺术

圈名声大震的名字。 展览爆棚的人气，
其实更多地来自炫酷的观展体验， 以

及作为 “拍照圣地” 积攒的谈资与美

誉。 特瑞尔善于使用 “光与空间” 作

为媒介， 来表现与探索人们对于感知、
感官刺激、 空间转换的视觉与心理反

应。 在他的作品中， 光是观众能够感

知的绝对主角 ， 利用光的神 奇 特 性 ，
营造出混淆时间、 空间、 视觉感受的

世界。 此次特瑞尔带到上海的 13 件作

品， 分别为观众提供 13 种不同的观展

体验， 让人们感觉 “就像是进入 13 个

美术馆一样。” 其中， 《全域装置》 堪

称展览中的大型 “狂欢” 装置。 这是

一个干净得只剩下光的空间， 光芒颜

色或缓慢变幻、 或频繁闪烁。 在这样

纯粹的场域中， 艺术家模糊了空间边

界， 观众丧失了对维度的感知， 仿佛

置身外太空、 云雾中、 暴风雪里， 时

刻处在难以抵挡的惊异中。

炫酷的“浸入式”观展体验，
刷屏网络也圈粉无数

悠远多元的世界文明，
丰富着人们的认知

这一年， 我们记住了这些艺术特展———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秦汉文明”展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
“美在新时代———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
“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 120 周年纪念大展”
“TeamLab：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展
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Immersive Light”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金字塔·不朽之宫”展
……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展览现场 （图/CFP）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
作品展展览现场 （图/CFP）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史” 展览现场

“TeamLab： 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 展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