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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联动美育，金色季节里上海迎来艺术之城“高光时刻”
有序、安全、充满活力！昨天落幕的申城两大重磅艺博会捷报频传，更可喜的是———

这几天， 同频共振的第三届上海
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与上海首届美术展
览季持续升温， 梧桐与银杏在阳光下
透着金黄， 上海也在秋季迎来艺术之
城的 “高光时刻” ———

昨天双双落幕的两大艺博会———

西岸艺博会和 Art021 艺博会 ， 被誉
为不容错过的国际艺术事件。 这样一
种能量， 也充分反映在捷报频传的销
售数据中， 例如参展西岸艺博会的法
国画廊阿尔敏·莱希卖完全部作品 ，

英国画廊白立方带到 Art021 的日本
艺术家野又获作品 VIP 首日即已售
罄……核酸报告成为入场标配 ， 有
序、 安全、 充满活力， 是参展商与观
众不约而同给予它们的评价。

与艺术交易之活跃相呼应的， 是
借由艺术展览所实现的大众美育， 全
城联动 、 全民共享的艺术氛围 。 本
月， 仅全市 96 家美术馆 “上新” 的
展览就多达 60 余个， 有时一天之中
就有六七个新展同时揭幕。 艺术爱好
者们如何优化看展日程， 成了甜蜜的
烦恼。

艺术的 “上海时间” 让全球目光
聚焦的同时， 也恰恰呈现出上海这座
城市堪称 “硬核” 的软实力。

艺术交易：超越买
买买的，还有未来合作
的想象空间

全球疫情之下的艺博会， 应对着
无数挑战和变数。 “史上最严” 入场
条件之下， 却有不少近日参与申城两
大艺博会的画廊主坦言， 这其实给参
展商与藏家创造了更加优质的环境进
行深入交流。 主办方的用心与参展方
的重视， 是互相成就的， 最终给艺博
会带来了更多实效。

海外参展画廊超过七成， 与国际
最顶尖的巴塞尔艺博会的一线蓝筹画
廊重合率近五成， 事实证明， 西岸艺
博会不仅成为全球艺术日历中不可或
缺的一站， 也成为国际顶尖画廊进入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首选登陆地之一。

发源于纽约的立木画廊今年是第四次
参与这个艺博会， 画廊总监许冉冉坦
言， 立木画廊愿意为中国藏家与市场
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和关注， 此次特地
选择带来最高质量的作品， 其中多件
都是全球首次亮相， 例如具象绘画大
师级艺术家大卫·萨利的最新作品以
及刘韡的作品 《灯》。 令其欣喜的是，

带来的大多数作品都达成了交易， 不

少是被美术馆、 基金会和重要的私人藏
家收藏的 。 而在参展的奥地利画廊

Thaddaeus Ropac 亚洲区总监朱端丽看
来， 超越交易的， 还有未来合作的想象
空间。 据她透露， 不少中国新晋美术馆
和艺术机构对 Thaddaeus Ropac 代理的
艺术家如乔治·巴塞利兹、 亚历克斯·卡
茨、 曼迪·埃尔·萨耶及正在全球范围举
办的展览项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Art021 年轻态与潮流化的鲜明特
色 ， 也再次从实打实的交易中得到印
证。 来自法国的贝浩登画廊带到展会的
凯莉·比曼、 陈可、 高野绫、 宋琨等不
同代际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VIP 首日几
乎全部售罄。 以盲盒为人熟知的泡泡玛
特， 此次带着基于艺术家画作衍生成的
雕像而来， 像是 Lang、 没影、 孙一钿、

殷越等艺术家的衍生品都卖疯了。 美博
空间甚至展会第二天就开始紧急补货
了， 只因开展首日所有作品都被抢完。

值得一提的是， 展会上的不少作品

其实都与上海全城正在或曾经举办过的
特展形成了巧妙的 “索引”。 例如， 在
西岸艺博会上， 亮相豪瑟沃斯画廊展位
的乔治·康多作品， 对话场外不远处龙
美术馆西岸馆正在举办的乔治·康多亚
洲最大规模个展 “图像殿堂 ” ； 而在

Art021 上， 借由大卫·柯丹斯基画廊位
现身的贝蒂·伍德曼作品 ， 让人想起

2018 年 K11 美术馆举办过她的亚洲首
场个展 “宇宙”。

大众美育：多元艺展
带来的眼界，筑起艺术收
藏的基石

艺博会上越来越多世界艺术佳作让
人不再感到陌生 ， 其实得益于申城近
年来已成常态的艺术展览氛围之蓬勃。

足不出沪 ， 市民游客就能尽览世界艺

术风情。

文艺复兴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艺术
简史， 浓缩在正于东一美术馆同时热展
的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
拉拉学院藏品展” “从莫奈、 博纳尔到
马蒂斯———法国现代艺术大展” 两大特
展 。 展览中的真迹 ， 来自拉斐尔 、 提
香、 贝利尼、 鲁本斯、 莫奈、 高更、 马
蒂斯、 毕加索……这是一连串想想都让
人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的名字 。 而眺望

20 世纪成为经典的西方艺术 ， 新近登
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馆的安
迪·沃霍尔中国最大个展 “成为安迪·沃
霍尔”， 以涵盖绘画、 摄影和电影等媒
介的近 400 件作品， 提供了一个深入且
亲切的样本。

不仅经典云集 ， 愈加多元的全球
艺术风景也频频以首展的方式抢滩上
海， 并且选择上海作为艺术家重要作品
的首秀之地。 单单本月， 此类展览就多
不胜数。 例如， 蓬皮杜首次在中国大规

模呈现建筑类馆藏， 在西岸美术馆启幕的
“巴黎建筑 （1948-2020）： 城市进程的见
证” 特展中， 以近 120 件作品告诉人们今
天的巴黎何以建成； 当下艺术市场最热明
星之一的巴斯奇亚内地首个大展于半岛酒
店 “快闪 ” 两天 ， 呈现这位传奇艺术家

11 幅巅峰之作， 其中数件作品首次与国
内公众见面； 有 “加州变色龙” 之称的亚
历克斯·伊斯雷尔国内首个美术馆级大展
“自由公路” 登陆复星艺术中心， 带来的
著名系列作品 “自画像” 及“天空之幕 ”

都是国内首秀 ， 甚至为展览特别打造了
一个 “游泳池 ”； 布鲁克林艺术家莎拉·

休斯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机构个展 “桥 ”

空降余德耀美术馆 ， 以哈德逊河流经卡
兹奇山一带林景、 峭壁与瀑布为灵感创作
的新作 《桥》 长 12 米， 是艺术家为展览
量身定制的； 被誉为 “建筑师中的诗人”

的约翰·海杜克亚洲首次个展 “海上假面
舞” 亮相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 不少展览以比较视野加

以展开 ， 帮助观众以熟悉的中国艺
术为镜 ， 打开通往西方艺术的另一
扇门 。 正于明珠美术馆开启的 “想
象的相遇———《神曲 》 对话 《山海
经》” 和正于久事美术馆举办的 “众
妙之间———2021 中欧艺术邀请展 ”，

都是这样的代表。 在前一个展览中，

人们看到， 中法艺术家不约而同尝试
以视觉艺术激活古代文本， 只不过，

法国艺术家致敬的是 《神曲》， 中国
艺术家致敬的是 《山海经》。 后一个
展览则让德国的珂勒惠支、 保加利亚
的万曼与林风眠、 张功慤等中国艺术
家同台 PK 艺术作品， 揭示中西方文
化艺术众多差异之间同样存在着的奇
妙交融。

在业内看来， 申城艺术展览形成
的广阔视野， 为艺术品交易的促成创
造了基础条件。 这也正是本届艺术品
交易月以艺术收藏联动艺术美育的意
义之所在。

72岁退休女教授玩转“百宝箱”揭秘科学世界
科普短视频圈粉百万，鸡蛋、晾衣架、硬币到她手里都“有戏”———

“一个生鸡蛋和一个熟鸡蛋同时掉
进深海 ， 它们会被压扁还是碾碎 ？ ”

“人造太阳 1.2 亿摄氏度持续了 101 秒！

这么高的温度， 不会把周围装置烧得渣
都不剩吗？” ……有趣的话题， 充满科
学含金量的实验， 近日， 在短视频平台
上， 一位 72 岁的科普博主火了， 截至
目前已圈粉百万。

一头灰白短发， 一件标志性马甲，

一副挂脖眼镜， 说话干净利索， 这位被
网友称为 “科学姥姥” 的博主， 正是同
济大学退休教授吴於人。

在跻身 “科普网红” 之前， 吴於人
从事科普已经 16 年。 从 2018 年开始，

她接触短视频平台 ， 把科普迁移到线
上。 “脑洞大开” 的道具， 妙趣横生的
演示， 绘声绘色的讲解， 让她成为科普
短视频中的一股清流。

“其实， 就好像一头撞进了大观园
里的刘姥姥， 我是在科学世界里处处感
到新鲜、 处处感到好奇的吴姥姥。” 吴
於人做科普的初心是， 用有趣的方式激
发大众对于科学的兴趣。 她总觉得， 物
理很有意思， 只是很多学生被考 “怕”

了。 她希望， 自己能做些什么， 带来一
些改变。

宇宙射线长啥样？一把扫
帚让你“秒”懂

出现在短视频中的吴於人， 一头银
发， 笑起来会露出两颗虎牙。 她的账号

叫 “不刷题”， 意思很直白： 不刷题
也能学好物理， 探究科学世界之谜，

享受科学思维的快乐。

混沌摆永动机、 斯特林热机小模
型、 牛顿摆……除了这些专业的实验
小装置、 小模型， 吴姥姥 “百宝箱”

里的 “玩具” 简直五花八门———在她
手里 ， 无论是鸡蛋 、 晾衣架还是硬
币， 很多生活用品都能摇身一变， 成
为实验器材， 用来做力学、 电学的相
关实验。

太空中的宇宙射线长啥样？ 吴姥
姥右手擎起一把竹扫帚， 左手从扫帚
柄划到末须端 。 网友一下子明白过
来： 它的轨迹就像扫帚一样， 从能量
集中到渐渐减弱、 分散。

不久前，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
功发射， 不少孩子好奇， 火箭到底是
怎么飞上天的？ 为此， 吴於人专门拍
摄了一期视频， 通过吹气球， 让大家
了解到火箭飞天的速度来源于火箭燃
烧的反作用力。 然后， 再利用液体氮
的下喷实验， 让小朋友们可以直观感
受突破第一宇宙速度需要耗费多少
燃料。

除了结合当下热点话题， 对于生
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 吴於人也常常
用科学颠覆人们的认知。

物理学很有意思，别让
孩子考“怕”了

之所以能如此玩转科普， 很大程
度上和吴於人的经历有关———从到同

济大学物理实践工作站算起， 她从事青
少年物理科普已经第 16 个年头。

退休之前， 她是同济大学物理学系
教授、 物理演示实验室主任、 教研室主
任， 曾于 2001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 、 2005 年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二
等奖 ， 还是 《大学物理———21 世纪网
络版系列教材》 《工科大学物理网络课
程》 等教材的第一作者。

在授课的过程中， 吴於人发现， 不
少学生 “怕” 物理。 即便是高校物理专
业的学生， 也存在擅长做题但并不真正
热爱物理的情况 。 为什么学生畏惧物

理？ 或许， 畏难不是物理真的难， 而是
不够了解； 那么， 学生们不了解的根源
又是什么？ 吴於人结合教学实践， 在心
里写下答案： 或许， 是因为缺乏对客观
世界的好奇心。

在思考并求解这些教育问题时， 吴
於人不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当时的她
爱上科学似乎毫不费力， 是一件自然而
然的事。 吴於人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
航天人， 平常工作既神秘又繁忙， 常常
一个星期中只有周日的几个钟头能回到
家和孩子们在一起。 但就是那短暂几个
钟头的时光， 开启了吴於人对物理和科

学的向往。

在父亲的带领下， 她和弟弟一起体
验生活点滴， 观察、 思考一些日常小问
题。 比如， 煮饺子时， 为什么饺子会浮
起来？ 湿手绢贴在玻璃上， 为什么不会
掉下来？ 洗袜子时， 是一股脑地放在肥
皂水里洗， 还是一块块搓洗更干净？ 正
是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 ， 无形之中的
思维启发 ， 成为吴於人日后取之不尽
的 “矿藏”， 也让她和物理结下一生的
缘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后来， 吴於人
不仅和同济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建设物理
探索实验室， 还获得了上海市科委、 教
委的支持， 建立了同济大学物理实践工
作站。 这是上海第一家对青少年开放的
大学实验室， 由吴於人担任首任站长。

她和学生志愿者们组织策划的一系列趣
味物理活动， 备受青少年欢迎。

“还是要从娃娃抓起。” 吴於人告
诉记者， 孩子还没有形成思维定势， 就
像是一张正待涂写的白纸， 只要有良好
的启发和引导， 他们就能创造意想不到
的惊喜。

为了视频上新，常常和年
轻人一起“连轴转”

吸引更多孩子参与科学实验、 激发
探究精神， 这是激励吴於人坚持科普的
动力之源。

但是 ， 要做好物理科普 ， 绝非易
事。 给孩子做科普， 更是难上加难。 怎
么把复杂的物理原理、 艰涩的物理术语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翻译” 出来？ 这既
需要深厚的物理知识储备， 又需要很强
的语言表达和实验演示的能力。 在向年
轻人 “讨教” 后， 吴於人接受了建议，

闯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 神奇的实验画面可以
呈现得更生动立体， 还可以添加特效、

图画、 文字说明等素材， 让科学实验看
起来更加妙趣横生。

不过， 和在学校课堂上与学生们面
对面授课不同， 在短视频里讲演， 吴於
人需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 尽可能快
捷高效、 生动有趣地传达内容。

一条短视频时长虽短 ， 但耗时不
短 ， 光拍摄就需要三四个小时 ， 还常
常需要连续拍两三遍 ， 再由团队帮忙
剪辑。 但吴於人从不错过创意策划脚本
的任何细节， 她不怕苦、 不嫌累， 常常
和年轻人一起 “连轴转”。 随着一条条
短视频上线 ， 网友反馈 、 留言纷至沓
来，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
得的。

她记得 ， 曾有一位成年网友主动
联系她 ， 追问中学时候曾经困扰自己
多年的物理难题 。 重新点燃许多人探
究科学问题的好奇心， 这让 “吴姥姥”

发自内心地欣喜。

吴於人说， 之所以给自己的科普短
视频合集起名叫 “科学姥姥”， 是因为
自己从前带的学生， 现在很多也有自己
的孩子了， 见了她总追着叫姥姥。 “后
来， 大家都跟着这么叫， 还给我起名叫
‘科学姥姥’。” 如今， 坐拥百万粉丝的
她依旧将科普视为自己的责任。 她说：

“只要还有精力， 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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