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5文化 责任编辑/王 鹏

■本报记者 李婷

聚焦5 ·  国际博物馆日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一部一度被认为带着题材稀缺性、观看高门槛的

电视剧，不仅兼收口碑与台网双重热度，还吸引到以

中青年为主的电视剧“低频观众”普遍青睐，凭什么？

改编自上海作家滕肖澜同名小说，上海出品电

视剧《城中之城》于4月9日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和爱奇艺平台。据索福瑞全国网数据，该

剧电视端累计触达3.46亿人；中国视听大数据（cvb）

也显示，《城中之城》单集最高收视率3.754%，平均

收视率3.167%，揽获cvb统计的单日年冠和集均历

史最高。在视频平台，全剧引发超4000万条弹幕评

论和25万次互动，被“自来水”们誉为“金融剧教科

书”“敢写、会写、敢拍”。

观众交口称赞的“敢”，得到了专家的呼应。日

前在京召开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研讨会上，主创、平

台方、学者等提及最多的便是该剧对现实主义创作

的启示价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仲呈

祥认为，剧作突破了单纯概念上的职场剧或金融剧，

是创作者将生活当成整体把握的一次高能输出，“拍

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广度”。而其中让无数观

众扼腕、喟叹的赵辉一角，更被与会者视作能入选“中

国电视剧人物长廊”的艺术形象，认为人物身上的辉

芒与灰度，彰显了导演倾注的锐气与勇气，探索了国

产剧创作中值得珍视的“冷峻现实主义”课题。

走出题材的舒适区，与时代同行中
回答时代之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正着手一项调研，

想搞清楚如今的电视用户画像究竟如何。初步

统计结论为“一老一小”，即老年群体和高中以

下群体占比较高。倘以此结果论，家庭伦理剧、

战争剧、涉案剧等，通常是电视台偏爱的收视热

门类型。但《城中之城》颠覆了简单的数据。

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

京盛看来，《城中之城》能成为近年来反映金融

领域的一部难得之作，首先在于创作者走出了

题材的舒适区，“金融行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

都决定了题材的稀缺性与影视化的难度”。他

始终认为，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城市，理应有

一部相关题材影视剧，在与时代同行中回答时

代之问。

《城中之城》的主要剧情落在 2017年到

2019年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

心副召集人夏晓辉说：“这阶段是历时三年的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

是中国现代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节点。”以文艺作

品反映重大现实、展现行业正本清源，是创作者

的使命。滕肖澜的小说恰逢其时，生动展现了

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业职场生态和从业者命运抉

择；电视剧主创进一步精进视听呈现、艺术表达

和价值引领，共同打造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该剧的出品方、上海兴格传媒董事长杨文

红复盘创作关键：用影像记录时代，善用文学性

赋予的底色和内在力量，打磨现实主义短兵相

接的锋芒，向前半步的创作姿态。她尤其提到

团队在“生活性”与“硬核”之间的辗转。在这个

围猎和反围猎的故事里，主创曾面临两条路径，

一是偏重生活剧本的现实主义，一是风格冷峻

的硬核现实主义，“深度走访金融从业者后，我

们清楚感受到金融将是下一场国家层面的攻

坚战，便坚定选择了硬核现实主义的做法”。

跳出人物的安全区，在真正的
写实中弘扬价值观

从戏剧的层面，《城中之城》里城中城、计

中计、戏中戏让观众欲罢不能。而在为时代明

德的站位，国产剧创作始终背负“向上向善”的

价值锚点。金钱和欲望的丛林中如何见光明，

承载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如何写出血肉实感，考

验着时下的创作者。

剧评人李星文从国产剧人物谱系的视角

分享了他的观察：20年前，中国电视剧是大男

主时代，盛行“狼性”男人；从2010年至2020年

间，大女主时代拉开大幕，国产剧中的男性形

象尤其是生活剧中多出一条坚韧与柔性大于

刚性与狼性的所谓“窝囊废”赛道。赵辉的形

象，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更符合人之常情、常态

的定位。他有心机深沉、出手狠辣的一面，也

有作为一行之长表现出的瞻前顾后、为情所困

的一面。

赵辉的扮演者于和伟直言：“我爱这种有

灰度的人物，他具有现实主义的价值。”在学者

们眼中，这一角色的价值在于从我们固有认知

的人物“安全区”突围，让今天的创作者认识

到，文艺作品除了歌颂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之

外，在非黑即白的人性对立间，还有着丰富而

广博的空间，需要在其中见证世道人心，写出

真实的人性在中间地带的挣扎纠结。

《城中之城》被网友戏称“赵辉围猎记”，因

为从这个单一角色角度看，故事是一个曾经洁

身自好、被晚辈视作偶像的正面人物，在深陷

职场博弈、极尽了抵抗能事后，最终露出“阿喀琉

斯之踵”，白衬衫染灰的陨落过程。李京盛说：

“一个好人、一个洁身自好的好人也有可能变

‘坏’，这样的故事主题其实更有教育、警示意

义。”当今天的国产剧观众已迈入世界级审美，创

作者更需要在真正贴地的写实中张扬价值观。

《城中之城》兼收口碑与台网热度，学者认为该剧拍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广度

人物身上的“辉与灰”，是现实主义的锐气与勇气
■本报记者 王彦

伴随着质朴悠远的彝语民

谣，吉狄马加踱步于南京东路

上的朵云艺术馆，为今天正式

启幕的展览进行最后的细节调

整。为人熟知的吉狄马加，是

从大凉山彝族人家走来的当代

著名诗人之一。这一次，他的

诗歌、书法与绘画在展厅里交

融出一种简约去繁、拙朴归一

的境界，“吉狄马加诗歌书法绘

画展”告诉人们他同样是一位

视觉艺术家。

“我的诗书画是相通的。”

吉狄马加向记者笑言。无论他

的字或画，其实都基于对彝汉

等传统文化的纯熟理解和深度

思考，呈现出如同其诗歌般的

宽阔与博大。

张弛有度、肆意挥洒，有

着褪去火气的真性情，事实

上，无法界定吉狄马加的书法

属于什么体，那是与其人合

一、独具辨识度的，是文人书

法的当代风景。其书写的内容

均为自己的原创，有宽对的对

联，如“诗风常学屈子，文骨

苦修天问”“妙句偶得有眩真，

佳联难寻无规仪”，也有现代诗

的某些片段，如“不是你发现

了我，我一直在这里等待”“我

的母语在墨里哭泣，它的翅膀

穿越了黎明的针孔”。细细观

来，每一幅书法其实都因诗句

的不同而显出微妙的差别。吉

狄马加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

式，探索现代的表达如何进入

中国传统的书法，也探索诗句

的意境与书法的意境如何高度

统一。

吉狄马加的书法是有童子

功的，早在初中，他就曾大量

临习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

等人的名帖。“中国字是神秘的

象形文字，我一直在揣摩怎么才能深刻理解

这种文字的美。”对于古文字始终保有的浓

厚兴趣，让他此后其实从未长时间中断过书

法创作。遵循着传统书法规则的同时，注入

自己的个人心性与创造，使得吉狄马加的书

法作品在业内看来既有传统意蕴，又不失现

代的精到，审美风格独到。

纯粹从表象的技术层面练

习书法，吉狄马加并不赞成，

因为仅有技法的纯熟，笔下的

字可能是空洞的，更谈不上给

人带来联想，或是形成标识

性。在他看来，书法应是书写

之人内心的真切反映，最能代

表一个人的性格，代表他对一

个字的造型、对时空的理解，

写字于是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情。他也认为，传统书法今天

需要创新，但不能越过它的可

阅读性，“写的东西如果和内

容无关，和汉字结构无关，那

还是书法吗？”

再看吉狄马加的画。那

是宣纸上飞扬的线条，点染

的色块，让人难以辨别清晰

的物象，却隐隐透出巨大的

张力，传递出类似原始岩画

的神秘，又带有几分米罗、

克利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吉狄马加坦言着迷于绘画中

的这种不确定性，画幻想，画

欲望，画对宇宙、对生命的哲

学观照。他喜欢以丙烯、水

墨、钢笔等种种不同的材料加

以试探，却执意将它们画在宣

纸上，“宣纸上出现的那种浸

染，是中国艺术中最神秘的

部分”。

当吉狄马加的诗作被翻

译成40多种文字，在50多个

国家出版，以100多个版本在

世界传播，他的绘画之门竟

然不期由此打开。最初拿起

画笔涂涂画画，就是为自己

的 诗 作 创 作 插 画 ： 十 几 年

前，有外国出版方提出配图

的需求，他不想麻烦别人，

索性亲自“出手”，效果却好

得出乎意料——诗人天马行空

又恰如其分地诠释自己诗作中

的想象力。今天人们看到的一

系列吉狄马加的画作，都可谓

当年那批插画的“变体”，尺幅更大，画面更

自由。

此次展览为人们展开的，不仅是诗人吉狄

马加的书画跨界，更是一位立体的吉狄马

加——在迄今超越一甲子的人生积累中，他

以情感的强度、丰沛的创造力贯通了诗歌、书

法与绘画，将生命元气注入每一种文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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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今年

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重点强调

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的关键作

用。为何将“教育”作为关键词？什么是好的博

物馆教育？国内的博物馆教育在全球处于什么

水平？在哪些方面有待调整提升？针对这些问

题，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

盟主席安来顺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物馆

馆长郑奕，带来了他们的思考。

不要在快速发展中迷失自我

记者：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设
置有何深意？体现了怎样的行业趋势？

安来顺：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
于1977年发起并创立，1992年起每年都有一个

主题。这是首次在主题关键词中出现“教育”和

“研究”，意在提醒博物馆界不要在快速发展中

迷失自我。我们现在身处大变革时代，越是变

化，越是要强调和坚守最基本的功能。

当然，这不意味着守旧，而且还要不断创

新。2020年以来，每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都会

支持一个或一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4年呼吁博物馆从引领发展方向、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和变革博物馆自身三个维度，参与和

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博物馆发展

不仅仅是专业内部问题，同时要积极应对各种变

化，应对经济、文化等多个议题。

郑奕：今年是国际博协33年来首次将“教

育”和“研究”列为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作为

两大核心功能，教育和研究对于博物馆的公共

文化服务职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博协期望与联合国共同缔造充满活力

与希望的世界，今年的关注点就包括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四：优质教育——确保

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

机会。博物馆提供的独一无二、基于实物的教育，

是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所不具备的资源和优势。

博物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文化传承

记者：近年来，博物馆教育越来越受关注，我
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

例》在表述博物馆的三大目的时将教育放在了第

一个。究竟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安来顺：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博物馆的三大核
心功能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并不存在哪个比哪

个更重要的问题。教育、研究、保护，这三者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成就，缺一不可。它们指向博物馆共

同的目标：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

好的博物馆教育，先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博物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文化传承，并在此基础

上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涵盖四

个方面：第一，作为非正式的教育，博物馆教育应

当融入国民整体教育中，与学校正式教育等其他

教育类型密切合作互动。第二，博物馆应充分利

用博物馆教育的自主选择性、情感性、感知性、变革

性等特性，激发观众的好奇心，调动他们主观能动

性去思考、探索。事实上，不少人的科学家、历史学

家的梦想，就是小时候参观博物馆建立的。第三，

适时切换立场，从站在机构的角度切换到受众的

角度，从博物馆立足自身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到观

众学习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第四，与时俱

进地吸收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多

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不同的实际生活和

学习情境中调动学习者各方面的智慧和能力。

郑奕：博物馆教育或教育活动不是孤立的，而
是得基于展览发展“展教结合”。事实上，大部分

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展览相关，而展览本身也

是最典型的教育产品。一方面，博物馆教育活动

的开展不局限于观众的实地参观阶段，也包括参

观前和参观后两个阶段，因此从三阶段角度、从广

度上进行一体化规划与实施。并且三阶段活动缺

一不可，需循序渐进、要富有针对性地开展。另一

方面，参观博物馆是最基本和普遍的教育活动，

博物馆应充分把握并有效利用观众在馆内的逗

留时间，为他们呈现精彩、难忘并有意义的博物

馆之旅。

警惕娱乐至上，文教结合大有可为

记者：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内的博物馆教育处
于什么水平？在哪些方面有待调整提升？

安来顺：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博物馆的教育是
走在前列的，这与我们博物馆固有的传统有关。

从1905年张謇创办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博

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启迪民智就被看成博

物馆首要的使命，近代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博物馆

也是隶属于教育系统的。

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展览和文化项

目重视观众体验，这是非常可喜的发展，但要警惕

娱乐至上的苗头。比如，有些刻意打造的网红“打

卡点”和“事件”，其历史、艺术和文化含量确实堪

忧，而个别博物馆情境中上演的Cosplay，也让人

对其文化品位产生质疑。博物馆应该也必须是寓

教于乐的，但这些娱乐本身是否有益，要看其是否

为博物馆增加了文化价值，因为博物馆更重要职

责是引导和培育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

郑奕：近十年来，我国博物馆教育大发展。从
数量上，2022年我国博物馆举办线下教育活动近

23万场，推出线上教育活动4万余场。从质量上，

我们越来越注重从分众化、一体化、衍生化等角度

来策划和实施教育活动。

在我国，中小学利用博物馆学习的机制正在

逐步形成，当然整体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内容、形

式比较单一，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亟待常

态化、对等化。研学旅行是博物馆进一步与中小学

教育结合的契机。一大问题是，很多我们以为的所

谓“研学游”名不副实。更重要的是，博物馆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其实还很有限。但毋庸置疑，它是新时

代一种新型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以及文教结合

形式，这方面的创新探索大有可为。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关键词中首次出现“教育”

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本报记者 范昕

朵云艺术馆“吉狄马加诗歌书法绘画展”现场。 （展方供图）

今年是国际博协33年来首次将“教育”和“研究”列为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图为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参观学习。 （上海博物馆供图）

观众交口称赞的“敢”，得到了专家的呼应。日前在京召开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研讨会上，主创、平

台方、学者等提及最多的便是该剧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启示价值。图为该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