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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村租约到期，新场古镇欲挽留、招揽艺术家
橄榄枝伸向———离开田子坊的尔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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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 我是一
个有着古镇情结的人，我很感激新镇
政府能够给我递来‘ 橄榄枝’。很多
年以来，我曾经到过新场古镇，如今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我首先会考虑
到古镇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再谋划
下一步的打算。”曾经是亚洲最大的
画家村———“ 大东方艺术中心”消亡
了，但是对于新场古镇而言，艺术、文
化仍然是他们想极力留住的东西。

此前，新场古镇开发公司的相关
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衷地
希望尔冬强艺术中心的下一站能选
址新场古镇。为此，记者昨天联系了
尔冬强这位艺术大师，对于新场古镇
的盛情邀请，他表示会慎重考虑。

新场古镇
发展需要大师级人物来引领

曾几何时，“ 大东方” 画家村是
新场古镇的一张文化名片，而今随着
一批又一批画家的撤离，“ 大东方”

已不具艺术气息。就在古镇为这些画
家谋划未来的同时，新场古镇开发公
司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古镇未来
的发展需要这些艺术大师，他们对于
古镇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与此
同时，这位负责人提到，此前有消息
称，因为田子坊决定不再续约，作为上
海文化地标的尔冬强艺术中心即将于
10月底搬离这个待了12年的地方。

“ 没有当初尔冬强和陈逸飞的到来，
就没有今天的田子坊，现在让这样的

‘ 功臣’离开，实在是太可惜了。”
“ 尔冬强是一位我们长期关注的

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以古镇为题材
的作品，我们很想请尔冬强先生把他
的工作室搬到新场古镇来。至于具体
的租约、合同细节都好谈。”就在为尔
冬强扼腕叹息的同时，新场古镇也向
这位大师伸出了“ 橄榄枝”，力邀其
落户古镇，共谋发展。“ 说一句很客观
的话，如今活跃在古镇的画家中，像
尔冬强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大师很

少，而古镇的发展，文化氛围的培养
需要有大师级的人物来引领。”

尔冬强
城市边缘或许会是下一站目的地

“ 我很感激新镇古镇能够想到

我，事实上，作为我个人来说，对古镇
也是很有感情的。早年我就曾与程乃
珊合作出版了一本《 江南古镇》的摄
影作品集。”昨天，尔冬强先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他正在忙着搬
家，先找了一个地方暂时寄放原本在

艺术中心里的东西，至于下一步该怎
么走，也会再做考虑。

新场古镇，对于尔冬强先生来
说，这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很
多年以前，我曾到去过新场古镇，但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那里是什么样
子，我不得而知。”面对新场送来的

“ 橄榄枝”，尔冬强先生表示，他会找
时间到新场古镇上去走一走，看一
看，品尝一下当地的农家菜，找寻一
下记忆深处的那个“ 古镇”。

此外，在谈到未来新的“ 尔冬强
艺术中心”会选址哪里时，尔冬强先
生坦言，“ 可能就是例如古镇这样城
市边缘的地方。”说到这里，先生不
觉有些伤感，“ 作为一个独 立 艺 术
家，本来就是在体制外求生存的，体
制的压力、商业的压力，都在挤压我
们的生产空间，或许边缘化的命运是
逃脱不了的”。但是尔冬强也坚定地
表示，会把独立艺术家这条路一直走
下去。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素有“ 画
绣” 之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顾
绣”，近日入驻松江醉白池公园。记
者昨天来到顾绣展示厅看到，一楼
陈列顾绣作品，二楼则有活灵活现
的制作工艺展示。该展示厅也是上
海首个顾绣的集中展示场所。

昨天，记者来到公园内这个古
色古香的顾绣展示厅，一楼共陈列
了二三十幅顾绣作品。这些作品以
花鸟、人物、山水为主。记者发现，
这些作品远远看去，就像一幅幅
水墨画，但是走近几步，仔细瞧
瞧，才发现，“ 画”上的一笔一画，
原来是由丝线细密地绣成。此外，
这些顾绣作品，不论刻画花鸟、人
物，还是山水，都有一种特有的光
泽，颇具质感。

而在二楼上，四位绣娘正在穿
针走线。记者了解到，绣娘所用的丝
线只有普通丝线的十六分之一，比
头发丝还要细很多。而现场的绣娘
却能运用自如，用不同的针法，绣起
了栩栩如生的人物、鸟儿等。

一般而言，运用传统工艺制作
的顾绣作品，需要花几个月，甚至一
两年时间。因此顾绣作品一直奇货
可居。

“ 我们培养一个绣娘就要花3到
5年时间。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坐得
住的比较少，要发现真正感兴趣的
人，就更加少了。”展示厅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顾绣的
传承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普通
老百姓很少看到顾绣作品，还以为
绝迹了呢。”

记者得知，目前的这个顾绣展
示厅经过了精心的筹备，也是希望
顾绣作品能从阳春白雪，走向大庭
广众，让更多人了解这门高雅艺术。

醉白池公园的徐广强副主任就
告诉记者，以前的顾绣作品一直都
没有固定的、合适的展示场所，而醉
白池的文化氛围与之相得益彰，因
而将其引入公园。顾绣展示厅目前
免费开放，市民随时可以来此一睹
顾绣的风采。

民俗历史
顾绣源于明代松江府，经顾家

女眷等既具文化素养，又具精湛绣
艺的代表人物的创作和传承，以及
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艺术思潮浸
润，形成了“ 绣从画出，巧夺画工”
的艺术风格，目前已经被列入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松江顾绣
醉白池里秀风流

绣娘神情专注。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秋风送爽，
夜色下的金山朱泾镇因首届“ 花灯
节”而分外美丽。传承千年，被誉为
金山民俗文化“ 活化石”的“ 朱泾花
灯”以全新的面貌“ 重出江湖”，向
世人展示“ 文化旅游魅力镇”的迷
人风貌。未来，沐浴文化恩泽的“ 朱
泾花灯”，也将由此实现由“ 草根艺
术”向文化产业的华丽转身。

夜色已浓，朱泾“ 花灯”初上，
美不胜收。抬头仰望，满眼是鲜润的
蔚蓝色云朵，映衬着舞台中央造型
独特的花灯，有绿油油的荷叶灯、粉
嫩的莲花灯、色彩斑斓的鲤鱼灯，此
时，仿佛完全置身于花灯花海之中。

朱泾花灯曾经红极一时，然而，
在时代的激流中，花灯舞的音乐逐
渐流失，残缺不全。近年来，朱泾镇
老一辈的音乐工作者和艺术家们合
力将失传已久的《 大乐调》修复，并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与时俱进的改
编。“ 老一辈的人从小跳，还有印象，
凭借记忆、走访和查询古书，最后把

《 大乐调》拼凑起来。”朱泾镇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朱泾花灯的
音乐，由《 大乐调》、《 小调》、《 锣鼓
经》组成，使用的打击乐器有大锣、
小锣、鼓和钹。《 大乐调》亦称花灯
调，是花灯的基本调，它是一种民间
歌舞音乐，基本上是五声音阶，小调
式，常用音为6、1、3。花灯曲调流畅，

节奏鲜明、热情、轻松，富有地方风
格，并具有金山人民豪放直爽的性
格。

首届朱泾“ 花灯节”使流光溢
彩、灯景交融的魅力朱泾形象完美
呈现在世人面前。据悉，朱泾花灯节
在原有金山大乐调的基础上，发扬
原创音乐，提升了大乐调内容的丰
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金山大乐调
反映真实，传递心声，娱人娱己，具
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花灯虽小，前景却十分广阔。
“ 朱泾花灯” 作为金山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综合性的民间艺术类型，
以优美的歌舞与丰富的彩灯造型相
结合，具有独特的外显形态和独特
的品牌价值。

民俗历史
据《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介

绍，朱泾花灯是在“ 金山调花灯”的
基础上得以继承与发展，“ 朱泾花
灯”属灯舞的一种，载歌载舞一般用
于元宵节灯会活动上，自唐代开始，
勤劳智慧的朱泾人民就发明制作出
传统花灯。至明末清初，朱泾花灯之
盛，冠绝江南，名震天下。根据续修

《 金山县志》记载，“ 元宵，采竹柏，
结棚于通衢，作灯市，游人往来达
旦，乡人有锣鼓调花灯者，游行于各
个村落。”

朱泾花灯
失传《 大乐调》复活

花灯璀璨绽放。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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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金融城搭建
校企用人直通车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前天下
午，名校直通车———2012陆家嘴金融
城联合招聘会在复旦大学正式启动。
陆家嘴金融城83家各类金融企业组
团参加了此活动，招聘会共提供了
800多个岗位机会。

据悉，此次名校直通车活动也是
浦东新区第六届金融文化节的重头
戏之一。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名校直通
车将陆续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
海财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开
展校园招聘和杰出校友返校演讲活
动，旨在推广陆家嘴金融城的品牌，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陆家嘴就业
创业。

静安国际雕塑展
摄影比赛开锣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
2012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组委
会办公室主办，静安区绿化管理局、
静安区文化局、静安摄影协会承办的

“ 艺术的盛会，大众的节日”2012中
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摄影比赛首
拍式在静安雕塑公园举行。

在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沪
上摄影爱好者可积极参赛。

曾经红火的画家村已经成为往事。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BD与凯杰联手
宫颈癌筛查

本报讯 日前，BD中国与德国凯
杰（ QIAGEN）公司共同宣布在中国
成立“ BD-QIAGEN宫颈癌筛查战
略联盟”，为中国女性提供高效而灵
活的宫颈癌筛查整体解决方案。根据
规划，双方初期将在中国遴选部分三
级甲等医院合作建立“ 宫颈癌筛查-
诊断-治疗临床卓越中心”。

通过将分子诊断和形态学诊断
领域内两大领先技术的融合，努力提
升和推动宫颈癌筛查、诊断、治疗的
水平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