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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虽已在上

海博物馆落幕数月，但各界对其后续的关

注和讨论依然风生水起。可在目前林林

总总的讨论中，真正能够从商业性艺术特

展的学术维度进行详尽深入研究的还不

多见，对该展在上海商业性艺术特展市场

上的指标性、示范性意义的阐发与展览所

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还有一定距离。

毋庸讳言，上博的《英国国家美术馆

珍藏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

内最为成功的商业性艺术特展，也预示

着上海已经真正迈入了商业性艺术特展

消费的“井喷期”。从商业性艺术特展的

视角来把脉、分析上博《英国国家美术馆

珍藏展》的得失，有助于推动上海未来的

商业性艺术特展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营造上海商业性艺术特展的良性生态。

商业性艺术特展是从上个世纪70

年代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兴起

的。据美术史家的研究，其踪迹最早可

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法国卢浮宫博物

馆镇馆之宝——达芬奇的名作《蒙娜 ·丽

莎》赴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和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的巡展。虽然那次52天的

展览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才得以突破常

规成行，但事实上确实吸引了创纪录的

近200万人次的美国观众，许多美国人

是第一次迈入美术博物馆，并因此迷上

了绘画，“引发了对美的冲动”，扩大了当

时美术博物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不少美国的美术博物馆从《蒙娜 ·丽

莎》美国巡展中得到启发：当经济发展到

一定的阶段，人们对文化消费也有了新

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观众

已不满足美术馆博物馆现有的常设展，

而是希望欣赏到更具吸引力、更具新奇

感、与在地美术博物馆藏品不同的临时

性的高质量艺术展。

于是，商业性艺术特展便在美国应

运而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

斯 ·霍文策划的古埃及文物展《图坦卡门

的宝藏》便是美国早期商业性艺术特展

中的经典案例。该特展于上世纪70年

代后期分别在美国华盛顿、芝加哥、新奥

尔良、洛杉矶、西雅图、纽约等六个城市

进行巡展，轰动一时。仅在华盛顿和纽

约两地的亮相就有多达220多万人次的

观众蜂拥而入。该商业性特展也为文物

出借方和展览方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仅

埃及方面的收益就达1100万美元。

美国自此开始进入商业性艺术特展

的黄金高速发展期。一位上世纪80年

代初到纽约留学的中国艺术家后来惊叹

地回忆说，其时美国东海岸的重要美术

馆每年平均推出20项左右的商业性艺

术特展。有的单项耗费无算（动辄上百

万美元）、策划经年、牵动四方（所需展品

常得向各国美术馆或私人藏家商借）、一

票难求（观众必须提前数月订票）。“开展

了，电台广播、电视报道、街头地铁图片

广告比比皆是，参观者则挤得赶集似

的”。与此同时，二战后经济重新起飞的

欧洲、日本乃至新兴的韩国、中国台湾地

区的商业性艺术特展也先后驶入了发展

的快车道。

商业性艺术特展为何上世纪七八十

代开始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大行其

道并逐渐向一些新兴经济体扩展？这当

然有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方

面缘由，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因

素当是经济发展的推动。

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叶，人均GDP

已超 8000美元，进入 80年代后期破

20000美元；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人

均GDP为10000美元左右，到了1987年，

更超过20000美元。欧洲也基本保持着

同样的经济发展速率。而“亚洲四小龙”

之一的韩国的人均GDP在上世纪的90

年代从6000多美元突破至10000美元以

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也差不多

从1990年的8000多美元上升至1999年

的13000多美元。

按照经合组织的分析，当一国一个

区域一个城市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

时，其文化消费的人数和文化消费力将

呈几何级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

性艺术特展的发展轨迹基本也应验了经

合组织的这一分析。

上海的商业性艺术特展是从本世纪

1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然，在

这之前，上海也有不少相当成功的艺术

展览，但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性

艺术特展。比如2002年年末上海博物

馆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2004年年

底上海美术馆的《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

展》等虽也广受欢迎，但基本上是公益性

和半公益性的，有的更是国与国之间的

重大文化交流项目，基本与商业性艺术

特展的运作方式无关。其时，中国的人

均GDP尚在1000至2000美元之间徘徊，

商业性艺术特展还缺乏赖以生存的经济

土壤。

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6000

美元。这一年，上海天协文化推出《毕

加索中国大展》，拉开了严格意义上的

上海商业性艺术特展的帷幕。之后各

种类型的商业性艺术特展开始风起云

涌。有超预期的，比如天协文化的《印

象派大师 ·莫奈艺术特展》，上海当代艺

术馆的《草间弥生作品特展》，余德耀美

术馆的《阿尔贝托 ·贾科梅蒂艺术特展》

等，均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可观的票

房，也鼓励了更多的后来者进入。当然

也有不如人意，未达观众人次和商业收

益目标的。

在迄今国内所有的商业性艺术特展

中，就展览标的选择、借展谈判策略、策

展思路、展品质量、运作方式、传播力度、

公教的权威性和覆盖面以及展览票房、

文创衍生品收益等各个方面而言，上博

今年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无疑都

堪称是教科书式的范例，带给上海未来

的商业性艺术特展以诸多启迪。

首先，《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的

面世恰当其时。据统计，2022年中国的

人均GDP达12700美元，上海、南京、苏

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人均GDP更已超

25000美元，为上海的商业性艺术特展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其次，该展的切入点、主题“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是中国美术爱好者比较

熟悉的一段西方美术史，这一时期的许

多西方经典画家和其代表作大多为中

国观众耳熟能详，到现场去观摩原作真

迹对于他们而言自然就有了很强的心

理期待。而上海博物馆的合作对象英

国国家美术馆所收藏的西方美术作品，

从数量上看固然比不上伦敦大英博物

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等超大型综合艺术博物馆，但其藏

品的代表性和质量在西方的美术博物

馆中也当属一流，毫不逊色。52件高质

量展品，八个章节，一部浓缩而完整的

西方美术史，既反映了上海博物馆独特

的艺术眼光和商借展品的高超技巧、博

弈实力，也是上海博物馆和英国国家美

术馆彼此之间此时所能达到的最大公

约数。可以说，此次展览，英国国家美

术馆所能外借的展品悉数登场，基本实

现了上海博物馆和中国观众对于展品

的“梦想清单”，上海博物馆和英国国家

美术馆的品牌效应也因此得到了最大

程度的彰显。

其三，该展的运作完全是按照国际

商业性艺术特展的市场规律进行的，同

时又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新特

点。互联网新媒体在该展的影响力和营

销力方面与主流媒体相辅相成，发挥得

淋漓尽致，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其四，上海博物馆在艺术公共教育

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顶级专家资源配置

能力，应约参加该展导览视频专题片录

制的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张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陆扬、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封治

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万木春、复旦大学

特聘教授沈语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丁宁均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知名西方

美术史家，他们的视频导览专业、权威、

生动、精彩，既基于展品，又超越了展览，

吸引了超过预计的观众，也将有形的展

览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虽是商业

性艺术特展，但文化的传播价值更是主

办者所考虑的重心所在。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方世忠在上博展览现场有个

有趣的发现：整个展览八个部分的52件

作品虽均上乘，但在第八部分“透纳和英

国绘画”，英方所选的却是英国国家美术

馆所收藏的最具代表性的压箱底的看家

之作，整体质量超过了其余的七个部

分。英国国家美术馆在上海博物馆的此

次特展中无疑是心存“私心”的，即便这

是一个商业性的艺术特展，还是要利用

一切机会突显英国本土绘画的地位和

“价值”。这也更让我们认识到，即便是

商业性艺术特展，今后也要在引进时融

入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和态度，让

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互鉴更为主动、

有效而精彩。

上博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带

旺了上海的商业性艺术特展市场。今年

浦东美术馆、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东一美术馆、上海西岸美

术馆、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

海）等上海国有、民营美术馆推出的诸多

高质量商业性艺术特展的观众人次也都

大大超过往年，若干美术馆在节假日甚

至要限制进场人数，以保证观众的观展

体验。

商业性艺术特展业毕竟在上海起步

时间不长，大多数主办者经验还有限，自

然也暴露出一些有待解决的短板：一些

特展彼此选题雷同撞车，形成市场内耗，

或令观众选择不易，或过度消费了观众；

不少主办机构对上海的商业性艺术特展

的细分市场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精准的

把握，只能跟风蹭热点，所推出的特展也

就缺少了针对性和竞争力；部分特展准

备周期不足，匆忙上阵，展览的学术呈现

不到位，削弱了展览所想要达致的文化

和审美的深层次意义；有的想进入商业

性艺术特展这一赛道的机构还没有建立

可靠、丰富的高质量展品的外借网络和

渠道，商借的展品选择余地不大，良莠不

齐，造成展览名实不符；有的商业性艺术

特展在展陈设计和观众体验环节与国际

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商业性艺术特展是服务性朝阳产

业。放眼欧美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

地区，虽已发展几十年，仍然未见衰退

迹象，更遑论起步不久的上海。著名经

济学家李迅雷先生最近在一篇对于未

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长篇分析报告中，以

上博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为例，

直言不讳地认为当下的问题不是中国的

商业性艺术特展过剩，而是“高品位文化

艺术品展览的供给不足”。上海的商业

性艺术特展业正方兴未艾，潜力巨大，前

程似锦。

（作者为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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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进入商业性艺术特展消费“井喷期”
张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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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有待解决的短板

—
—

读
奚
美
娟
散
文
集
《

独
坐
》
有
感

商业性艺术特展
兴起于上世纪  年代

经济发展助推商业
性艺术特展的“流行”

奚美娟的散文集《独坐》收录了她十
年来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她和师友的
交往、创作札记、观影体会，以及游历寻
访的足迹。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奚美
娟善于从细节中发现生活的美，对形象、
造型、场景有较高的审美力，当她进行散
文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个演员
的自我修养和职业习惯带进来，形成了
观察细致、表达细腻、情感饱满的特点。

艺术家的散文集最有价值的部分
就是他（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活动
的心得，因为在所熟悉的艺术领域里，
他（她）最擅长、最有成就，也最有发言
权。奚美娟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从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何芸、《柔密欧
与幽丽叶》中的幽丽叶、《寻找男子汉》
中的舒欢、《中国梦》中的明明、《留守
女士》中的乃川、《家》中的瑞珏到《北
京法源寺》中的慈禧；从饰演电影《假
女真情》中的王玉娟、《一棵树》中的朱
珠、《红色康乃馨》中的蓝思红、《月圆
今宵》中的凌宇、《法官妈妈》中的安
慧，到《妈妈！》中的冯济真，奚美娟在
话剧、影视剧中塑造了100多个艺术
形象。那么在她眼中，表演艺术“三度
创作”的要义在哪里？答案在她的这
本散文集里已窥豹一斑。演员的工作
称为“三度创作”，是在编剧、导演工作
之后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文字
的东西最后化为一个立体的、可信的
形象，如何把这个形象变得富有光彩、
深入人心，奚美娟从不同侧面、不同维
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深刻理解角色。理解人
物是塑造角色的第一个台阶，如果没能
够正确地理解人物，即便投入最大的创
作热情，有最好的技巧也可能无法塑造
好人物，无法体现剧本的思想内涵。当
然，有的角色是演员可以调动生活和表
演经验去感受的，但有些角色超出了她
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这时候怎么办？奚
美娟在塑造《妈妈！》中女儿这个角色
时，就遭遇到她表演生涯中的一次难
关，主人公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处于清醒与失忆之间的游移状态，像这
样的人物就很难用常规的方式塑造
她。奚美娟从这个人物的身份，以及她
家庭的创伤入手，最后用“双重叠影”这
个词来界定这个人物的特点，当她清醒
时，是一个孝顺、知性的知识女性，当她
病情加重时，这个显在人物背后的另一
个魅影就出现了，“双重叠影”就是这个
角色的秘密所在。书中《在角色的未知
性中寻找人性之根》一文，就道出了她
的这种大胆尝试的秘诀，“我在表演过
程中，有些时候只是凭着艺术直觉，让
自己无意识地慢慢进入到另一个‘自

我’的世界。”在这样理解角色的前提
下，特地设计了能够体现人物状态的
戏，比如冯济真在摆放先父喜欢的各种
礼物的庭院中，不顾大雨，忘情起舞，她
似乎听到某种召唤，这样的戏既抓住了
人物的特征，又触摸到人物最内在的天
性，呈现了一种充满张力、本能与理性、
激情与解脱交织的美的形式。

其次，进入角色的途径不止一条。
演员塑造角色不是简单地把台词说出
来就可以，这个阶段需要艺术家调动所
有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才能以更准
确的方式呈现艺术形象，实现编导的意
图。这个阶段，奚美娟认为要完成“建
立生活”，体现恰当的“台词状态”两大
任务。所谓“建立生活”，就是要通过演

员真情实感的表演，让人物的内心活动
与外部行为有机统一起来，把书面化、
戏剧化的台词和人物的生活行为自然
融合，建立起一种逼真的艺术生活状
态。而艺术家在诠释角色时，依据自己
的文字理解能力、文本解读能力、语言
表现风格，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体现这
个人物特有的“台词状态”。

好演员有着良好的艺术感悟力，具
备了体察这个世界种种幽微之处的能
力，他们在注重剧中人物的心理逻辑和
外部行为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再寻求一
种独特性。这个时候可以有两条途径
让人物“立”起来，一种是从外部进入，
一种是内部进入，而奚美娟认为不管是
哪种方式进入，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在

这里有一个需要
演员把握的地方，
要找出人物为什
么这样做的理由，
如果没有找到符
合人物行为的心
理依据，或者心理
依据不对“榫头”，
他（她）的外部动
作就不能和表达
内心世界的言语
一致，观众就很难
认同她、接受她。

有 的 创 作 者
认为不同风格的
作品，处理的方式
也要“找不同”，写
实有写实的一套
语汇，风格化的作
品就有风格化的
表现手法。而奚
美娟认为，这两者
的“底层逻辑”是
相通的。她举了
一个当年黄佐临
先生带他们排练
《中国梦》的例子
（见《他手中握着
一把神奇的钥匙》
一文），无论像《中
国梦》这样的写意
话剧，还是她演过
的大量写实类的
作品，一旦演员找
到了行为的心理
依据，都可以根据
当时具体人物隐
秘的心理线索去
自然地安排外部
动作。反之，就容
易造成台词无目

的性，情感线索缺乏连贯性的后果。在
《我怎么走进芳西雅这个角色》一文中，
奚美娟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只要体验到真实的力量，那么，无论你
是翻着筋斗，还是屏息凝望上苍叩问大
地，都会打动人心。反之，如果演员只
是一根空心萝卜，因为不知为何要翻筋
斗，不知为何要屏息仰望天空，才会造
成身手垮塌，目光虚无这样的表演。”

再次，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即兴表
演成分。演员一旦进入状态，往往会处
于兴奋状态，即戏剧家丹钦科所说的会
颤动的“特殊神经”中，经常会有下意识
的“灵光”出现，艺术的魅力有一部分就
来自于此。艺术家面对编剧给你的规
定情景时，不要依样画葫芦一样去描

摹，而是要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在这一
点上，奚美娟甚至常常大胆突破编剧在
剧本中提供的动作提示，因为她认为在
这个创作过程中，演员会根据角色，更
深入地去体验，加入自己的生活经验，
这种灵光一现的感觉体现出来的外部
行为，是准确的、生动的、有生命气息
的，恰恰是演员梦寐以求的一种具有感
染力的表演。

在这个部分，奚美娟举了两个自己
创作实践的例子。比如她当年出演话
剧《洋麻将》芳西雅一角时，最后一场戏
的“意外惊喜”，男主角魏勒嘟囔着对芳
西雅说，要再陪她打一把洋麻将时，表
面上看这句台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但对这个人物性格刻画来说，却完
成了一次升华。这是剧中唯一一次，魏
勒打洋麻将不是出于打发时间，而是为
了安慰同样晚景凄凉的老妇人。芸芸
众生，皆是微尘，此刻，这个卑微的小人
物身上却出现了那么一点人性的光
亮。那天演出时，当奚美娟听到男演员
说出这句台词时，突然觉得有一种黑色
幽默的成分，就忍不住破涕为笑，这个
苦涩的笑容完全是即兴表演的，但它是
以复杂的角色定位和坚实的内心体验
为基础的，一下子丰富了芳西雅角色的
棱面，也还原了两个老人本真的一面。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拍电视剧《原
乡》时，有一场和前夫的告别戏，原先的
规定情境是奚美娟饰演的阿茶说完台
词“多写信啊”，就转身离去，但奚美娟
觉得此时此刻，面对35年未见，但仍然
彼此牵肠挂肚的前夫就这样分别，不能
够完全表现两人间的情感浓度，于是，
演到这里时，她情不自禁地往前迈了一
步，把头埋在了前夫胸前，再一次听到
前夫的心跳，阿茶的心这才似乎安定下
来，然后转身离去。这个“靠”的动作，
跟前面笑的行为都是临场发挥，演员根
据当时的情景而添加的，是一种水到渠
成的表演，表达了桑榆晚景中的情感眷
恋，又传递出世事如烟的淡淡忧伤。
“三度创作”绝对不是一种“搬演”，

而是一种创造，是演员结合这个人物的
特点，自身的领悟，比较了各种方法后，
寻找到了一种更闪光、更灵动，更符合
“这一个”的表演方式！表演和写作都
是一种抵达，抵达她自己的灵魂，经历
一次次内心的对话，寻找美和有价值的
人生，当奚美娟把自己40多年的创作经
验，通过一种自由、随性、散漫的表达方
式书写出来时，带给读者和专业工作者
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也是独一份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本世纪  年代，商
业性艺术特展开始在上
海崭露头角

《妈妈！》中女儿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奚美娟从这个人物的身份，以及她家

庭的创伤入手，用“双重叠影”这个词来界定这个人物的特点，当她清醒时，是一个孝顺、知性的知

识女性，当她病情加重时，这个显在人物背后的另一个魅影就出现了。图为《妈妈！》剧照。

观点提要

 按照经合组织的分析，当一国一个区域一个城
市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时，其文化消费的人数和
文化消费力将呈几何级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
业性艺术特展的发展轨迹基本也应验了经合组织的
这一分析。
 即便是商业性艺术特展，今后也要在引进时融

入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和态度，让文明之间的交
流、对话、互鉴更为主动、有效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