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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难过关关过”，电影《小小的我》

预告片里这句话说的是脑瘫患者刘春和的处

境。一步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中，患有脑瘫

的他无可避免地与形形色色的目光交汇，其

中有怜悯的、有恐惧的、亦有厌恶的，却鲜

有能真正平等地直视和理解他的。

无论是父母以保护为名的束缚、咖啡

店长另有所图的“善意”、还是爱慕女孩的

离开都未曾让刘春和妥协。“再渺小、再破

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电影中刘春和的

呐喊掷地有声，坚定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

存在。

电影《小小的我》昨天正式公映，截至发

稿时间首日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稳居单日

票房排名第一；同时排片占比达到29.1%，大

幅领先新年档期中《误判》《名侦探柯南：迷宫

的十字路口》等热片。影片讲述了患有脑瘫

的刘春和（易烊千玺饰）与家人们度过了一段有

笑有泪的难忘盛夏。他学习打鼓帮外婆（林晓

杰饰）圆梦舞台，与妈妈（蒋勤勤饰）的矛盾也逐

渐消解；同时在困境中不断努力探寻自我，完成

了令人动容的成长跨越。

相较于给予残障人士特殊关怀，《小小的

我》更倾向将他们视作普通人来刻画。“我是

个二十岁正常的成年男性。”与所有普通人一

样，刘春和也会投诉侮辱他的公交司机，也会

对漂亮的女孩“想入非非”……电影中，他并

未被塑造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角色，而是始终

强调作为一个“人”的情感与成长。

面对母亲简单粗暴的“保护”和外界“脑

瘫打什么鼓”的质疑，刘春和把自己置身于和

大多数人相同的考量标准中。他当众“报菜

名”证明自己的口齿和记忆力，以远超店长要

求的行走距离证明自己的体能。“我是个记性

很好的普通人”，这不仅是刘春和个人的人格

宣言，更是整个残障群体对被平等对待的渴

望。“不只是钱，有工作对我而言是有了尊

严！”应聘成功后，刘春和自豪地告诉外婆。

在摒弃了传统残障题材影片中过多的刻意

煽情和悲情渲染后，《小小的我》以一种平静

的方式，聚焦于残障人士如何在困境中积极寻

找希望，如何与家人和解，如何在社会中争取

自己的一席之地……“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

该有我们每一个人”。故事尾声，面对三袋

“米面油”形式的“慰问”，刘春和拒绝平和、

被动接受，而是积极为自己和所有没有被认真

对待的人群发声，实现了叙事的突破。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讲师的

刘春和向学生们解释：“在几乎所有诗人的作

品中，不起眼的苔花都只是点缀，但在袁枚的

笔下，它有了至上的人格。”正是有了这种人

格，刘春和从未自暴自弃，他学会了开车，撒

掉了伙伴小猫的骨灰，并坚定地选择了梦寐以

求的师范大学。“苔花从不自惭形秽，而是凭

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小小的我》 此前成功入围第37届东京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并获

得观众选择奖。因刘春和一角，易烊千玺再

度收获大量赞誉，被评论为迎来了其演技的

“蜕变之作”。不仅在外形上高度还原了脑性

麻痹患者的特征，更在举手投足间赋予了角

色鲜活的灵魂。身形瘦小、姿态扭曲，习惯

住在刘春和的身体里的他，甚至在完成电影

拍摄后的日子里依然保留着肌肉记忆，“很长

时间里我都会没有意识地像角色一样仰头

笑”，易烊千玺说。

此前，电影导演杨荔钠对媒体回忆起初见

刘春和的场景，“他摇摇晃晃向我走来，我下

意识想抱住这个亲爱的小孩”。就是仅仅看了

这一眼，摄影师满怀信心地告诉导演这个电影

“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小的我》在全国多个

城市推出了针对视障观众的无障碍版本，也体

现了对不同群体观影需求的尊重。

首日票房已突破    万元，易烊千玺演技获好评

《小小的我》：苔花也学牡丹开

“以往研究比较多从中国

的角度谈江南文化，在文博界

和社科界的强强联手下，我们

可以大胆跨前一步，打通古今

中外，从全球史的视野审视中

国的江南，应该大有文章可

做。”昨天，在上海博物馆东

馆举行的“诗心 · 美学”长三

角江南文化研讨会上，复旦大

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如是

说。当天，上博与上海市社联

携手推出的“江南文化讲堂”

第三季同步启动。

“我曾经提醒学生，中国

的乾隆皇帝和美国的华盛顿总

统其实是同时代的人，大家很

惊讶，好像这两个人风马牛不

相及凑不到一起。”戴鞍钢表

示，受学科划分等影响，学界

之前较少关注世界的中国江

南，如今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

熟，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比

如，近年来全球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突破，是打破了传统的欧

洲中心论，不再单一从西方学

界的立场上看待人类文明发展

历程，认为世界文明是全人类

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在这个

过程中间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这一改变，大大拓展了全

球史研究的空间，从中国出发

的全球史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关

注点。

回到江南研究，这已经

成为世界性的学问，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的学者中，都

有一些顶尖的江南史研究专

家。上博人民广场馆正在热

展的“寰宇东西：马可 · 波

罗 眼 中 的 中 国 和 世 界 ” 特

展，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这 个 展 览 构 筑 出 的 历 史 画

卷，让大家直观感受早期全

球化，理解各个文明皆有所

长，并始终相互学习。“过去

的相关研究比较单向，侧重

西方对我们的影响，忽略了

我们对西方的影响，其实交

流是双向的。”戴鞍钢说，马

可 · 波罗笔下的富庶江南乃

至丰饶中国，激发了欧洲人

几个世纪的东方想象。“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不仅流传

于中国，在外国也有很多人

知晓。在这个过程中，欧洲

刮起了长达三四百年的中国

风 ， 并 且 拓 展 为 中 国 文 化

热，这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展

厅中可以领略到。钱锺书在

牛津大学完成的学位论文，

探讨的就是17至18世纪英国

的各式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特

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以此清晰地描画出了中国形象

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演进历程。

伴随物质文化史、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

史等研究的推进，以及中外文博界、文博界与学术界

等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探讨世界的中国江南已经具

备了基础。戴鞍钢建议第一步可以围绕1500年前后的

大航海时代展开。“中国远洋探险是比较领先的，比如

郑和下西洋早于大航海时代，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

因，没有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把相对疏

离的世界各地连接起来的是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在

他看来，中国的探险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值得被更

多“看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此次研讨会的主题——诗

心 · 美学，正是江南文化生生不息以及打动无数中国人

和外国人的要义所在。“这是全人类善良的人们所共同

向往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更有助于向全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戴鞍钢说。

“江南文化讲堂”自2020年开办以来，已经举办两

季共二十期，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学、艺

术等多个角度探索江南文化的特质，既以扎实的学术

研究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价值，又以生动的解读为传

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新一季将聚合三省一市的

江南文化研究力量和文博资源，继续发挥江南文化作为

沪苏浙皖共同基因和精神纽带的作用，为深入推进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持

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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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者，

他积极推介国外版画新作，自费编印画

册、举办展览，影响了一代代青年投身木

刻版画创作。1933年他拿出新近收藏的

66幅版画，在千爱里40号 （今虹口区山

阴路2弄40号）举办“现代作家木刻画展

览”，亲自参与展览的目录选定、展品装

裱、展览宣传等各环节。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北京

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共同努力

下，这批版画再次合璧，连同相关珍贵史

料共138件/套，昨天起在新开幕的“重

回1933‘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集中

展出，全方位重现了1933年展览现场。

主办方根据鲁迅留下的《现代作家木

刻画展览目录》，从馆藏中梳理出66件版

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3件版画原

拓，25件出版材料 （期刊、书籍、宣传

册），16封与版画收集、出版相关的通

信，以及当年使用过的铜版、木框等，以

物证史。策展团队抽丝剥茧，梳理了展览

动因，找到证明办展前、中、后的历史材

料与人物关系，将展览缘起、展品征集与

布展过程等细节道来。

鲁迅毕生收藏外国版画原拓近2000

幅，这些版画的展示、研究和出版，推动

了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引进收集外国版

画，少不了国内外朋友支持，围绕涉及藏

品，展览讲述了徐诗荃、史沫特莱、周建

人等人帮鲁迅“代购”版画的经历与通

讯，也展示了鲁迅向朋友们咨询印刷问

题、办展场地、介绍版画信息的信件，在

书信往来中追溯收集作品、出版宣介、展

览推广的踪迹。

比 如 ，“ 从 《铁 流》 到 《引 玉

集》——引入苏联作品”板块，即以版画

原拓、手写备注、书信等史证材料，讲述

《铁流》出版过程中，鲁迅如何在曹靖华

的帮助下联系到苏联版画作者，克服战争

影响、国际通讯受阻等层层困难，最终收

集到大量版画展出，并出版木刻版画集

《引玉集》的过程。

1929年，董绍明、蔡咏裳翻译的小

说《士敏土》出版，将书寄给鲁迅。1930

年经由徐诗荃帮助，鲁迅购入德国作者卡

尔 · 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版画。1930

年底，鲁迅将插图部分影印出版，成为介

绍木刻版画的重要书籍。

凯绥 ·珂勒惠支是鲁迅极推崇的一位

画家，认为“在女性艺术家中，震动了艺术

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 ·珂勒惠支之

上”。他的评价经时间验证，直至今天，珂

勒惠支仍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展览首次梳理了珂勒惠支作品引入国内后

的早期宣介出版，不仅有鲁迅在《〈凯绥 ·珂

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提到的原版德文

画册，还有珂勒惠支版画在《现代》和《译

文》杂志上的印行，以及其他1930年代原

版广告册和国内期刊，方便观众了解其作

品在国内最早的传播情况。鲁迅收藏的

《织工一揆》和《农民战争》两套版画原拓共

13幅，也是珂勒惠支以艺术投身于工人运

动的实践。展签均使用鲁迅编《〈凯绥 ·珂

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原文。

1933年展览场地千爱里40号为现虹

口区山阴路民居，和内山书店旧址、内山

完造旧居、鲁迅故居、木刻讲习会旧址在

地理空间上非常接近。此次展览地点则在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策展团队走

访原址，将空间细节加入展厅设计，入口

还原了千爱里的庭院，陈列着鲁迅与内山

完造的信以及两人合影。当年展览现场的

植被环境、建筑外立面质感与色彩、家居

细节也被“复活”，设置了“天井”“室外

门廊与公告栏”“室内民居”“书店”等场

景，让观众在移步换景间，重走1930年

代鲁迅生活轨迹。

“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昨起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

在版画艺术中重回    历史现场

贾平凹、陈彦、刘亮程、金宇澄、骆以军、

西川……提起这串名字，人们最先想到的是

他们的文学作品。昨天于上海朵云轩艺术中

心启幕的“士与艺——当代作家学者书画展 ·

2024”，汇聚包括他们在内共50位当代著名

作家学者总计251幅书画作品，让人们看到

当代士人艺术化的一面。展览现场，作家学者

们的书或画与其若干著作并置陈列，形成一

种别有意趣的对照。

中国古代将知识阶层称为士，这一概念

发展到当代，指的是作家、学者一类知识人。

好的知识，不仅仅是有用的知识，更是直接与

性灵相通的。欣赏士人艺术，欣赏的是并非书

画等狭义的艺术，而是创作者的眼界之广、情

趣之深、性味之真，看字画之外他们独立创作

的文气、真实性情的士气、多样个性的书卷

气。这是朵云轩集团继去年“士与艺”展之后

第二次大规模、集体性展出作家学者的“艺”。

与首届展览相比，本届展览的参展作家

学者人数有所增加，作品样貌更为丰富，尤为

令人眼前一亮的，更有展陈方式的变化——

特意将参展者职业书写的书籍与兴趣爱好的

书画并置，并且书籍可供人们随意翻阅。这一

系列展览的策展人、作家走走告诉记者，此次

邀请作家学者参展时，希望他们能让自己的

著作与艺术作品产生更多连接，“最终人们喜

欢某幅作品，是因为认出了自己，认出了自己

内心一种文学诗意的情怀”“观众能在如此众

多的作品中抵达自己，同时也更好地认识这

些作家学者的创作”。

很多作家学者都写得一手个性分明的好

字。“静中开花”“坐看云起”等一连五幅行书

大字，来自贾平凹，字体稚拙厚重，用笔简单

直率，颇见西北质朴、粗犷的气象。在作品选

择上，他融入自己对于传统美意的追求，每一

幅字都暗含美好生活的祝愿。刘亮程此次展

出的作品中，有两幅大大的“馕”字很是拙朴

有趣，并且将同一个字写出了不一样的风味。

馕是新疆特有的吃食，这样的书法不由提醒

人们，书写者是一位从新疆走来的作家，其代

表作《一个人的村庄》讲述的正是新疆天山脚

下的那些事。以《主角》《装台》等小说闻名的

陈彦，带来的一系列书法灵感直接取自其经

典著作，富于巧思。只见“主角”“装台”等大字

位居作品C位，环绕它们的小字，则来自书中

相应的经典桥段，就像文学作品的艺术版本。

书法作品之外，展览也集结了不少形式

多样的绘画作品。金宇澄的几幅版画表现的

正是上海街景，似乎与其代表作《繁花》形成

了巧妙的呼应。只见三联画《北风》将挤挤挨

挨的城市民居融入黑白灰三色中，画面充满

层层叠叠的叙事。这俨然超现实剧场，将历史

回忆、现实洞察与未来想象跨时空交织起来。

芒克以两幅油画参展，画的都是白桦林，主色调

一幅用的是灼灼的红，一幅用的是灿烂的金，画

中喷薄的激情让人不禁联想起芒克本人的诗

歌，充满自然而本质的抒情力量。青年作家薛濛

远此次参展的是《旅程》系列数码插画，灵感来自

照顾患有罕见心脏肿瘤的父亲的那两年时光。

她在画作中展现了一段奇幻之旅，想象父亲去世

前昏迷期间意识所游历的地方，让他穿过幻想的

风景，最终抵达天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地球。

据悉，本届展览2025年1月12日结束于朵

云轩艺术中心的展出后，还将移师朵云书院上

海中心旗舰店、滴水湖店进行巡展，并围绕“士

与艺”展开丰富的文化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

交流。

朵云轩艺术中心迎来“士与艺——当代作家学者书画展 ·    ”

欣赏作家学者之“艺”时，欣赏的是什么

相较于给予残障人士特殊关怀，《小小的我》更

倾向将他们视作普通人来刻画。图为该片海报。

▲薛濛远参展作品《旅程》系列数码插画。

▼贾平凹参展书法作品。 （均展方供图） 制图：张继

 格哈德 ·马克斯的版画《鼓手》。

▼ “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集中

展示了一批版画作品。

（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张继

■ 主办方根据鲁迅留下的 《现代
作家木刻画展览目录》，从馆藏中梳理
出66件版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3

件版画原拓，25件出版材料 （期刊、
书籍、宣传册），16封与版画收集、
出版相关的通信，以及当年使用过的
铜版、木框等，以物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