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赛博物馆珍品“ 倾巢而出”到中华艺术宫
从墙上摘下来以后，都没作品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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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然主义：
抚慰心灵的探索

这里只有田园、风景、静物和
人，即便是人的肖像，主角也是最
普通的人，透着一股质朴气息。这
便是本报记者参观“ 米勒、库尔贝
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
珍藏”展的总体观感。这个展览在
中华艺术宫0米层最大的1500米展
厅里举行。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上的33米
层展厅正在举行的“ 来自世界的
祝贺———国际美术珍品展”中，却
散发着浓厚的贵族气息。其中伦勃
朗的《 哈希耶·雅克布思特·范·克
莱堡肖像》，画的就是一个贵族妇
人。两个展览形成了鲜明对比。

奥赛博物馆主席居伊·科热瓦
尔从繁华的大都市巴黎来，他特别
能理解米勒、库尔贝这些法国绘画
大师，在19世纪后半期所作出的艺
术选择。“ 城市在不断地发展中会带
给人们窒息感，这就是为什么画家
们会转而去画风景画和田园画的原
因了。”科热瓦尔表示，发生于19世
纪上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让人们
意识到历史在加速前进，这一点既
振奋人心，又令人不安。不安的是城
市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和环境，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他们感到
了压力，并日趋痛苦。

于是，到田园中去，到最底层的
人们中间去，去感受真实的还富有
些许诗意的生活，抚慰焦虑的心
灵，便成为了当时法国很多绘画大
师的向往。记者昨天在展览现场看
到，卡米耶·柯罗《 傍晚的远塔》、
居斯塔夫·库尔贝《 奥 尔 南 的 泉
水》等都一派恬静的乡野风景。

而罗萨·博纳尔的《 尼维尔内
的犁耕》画的是几个农民在一望无
际的田野上，驱赶着他们的牛在耕
田。这样的场景当时普遍地发生在
法国乡村，却罕见地成为了绘画大
师笔下的主角，令今人看了也会怦
然心动。这便是法国自然主义和现
实主义艺术的魅力。

《 拾穗者》：
顺应民意之作

而在此次展览中让·弗朗索瓦·
米勒的《 拾穗者》所以能成为世界
名画中的翘楚，缘由也便在于此。在
参观中，本报记者问奥赛博物馆国
际交流部主任奥利维·西蒙斯这幅
平静淡然的《 拾穗者》为什么如此
著名。西蒙斯考虑了一会儿说，这幅
绘于1848年的名画“ 顺应了民意”，

“ 当时法国有50%的人是农民，但是

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使这些农民
被迫迁往城市生活。他们虽然离开
了故土，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那里。

《 拾穗者》 让他们想到了过去的生
活。”

西蒙斯提醒本报记者注意，何
为拾穗者？就是那些在普通农民割
完稻子之后，去田地里捡拾遗漏的
麦子，希望能有所获的人。这些人应
该是比普通农民地位更低的社会底
层者，“ 他们的脸不太清楚，但观众
仍能感到他们拾穗的劳累。

在过去，只有宗教故事和贵族
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油画的主角，而
米勒却画了3个最底层的劳动者，将
他们放在画面最正中的位置。这样
的做法，显然可以让很多劳动者从
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便是此画如
此受到推崇的重要原因。”

当然，西蒙 斯 也 表 示 ，用 绘 画
表 现 农 民 这 并 非 米 勒 的 首 创 ，早
在 17 世 纪 便 出 现 了 这 样 的 作 品 。

“ 但那些都是版画等小画种。以大
师身份，用油画来表现，并展现如
此高超的绘画技巧，米勒堪称第
一人。”

名作故地重游：
将被限流参观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87幅珍

品中的一些画作，早在1978年上海
那次著名的“ 法国农村风景画”展
中就曾来过上海。比如朱尔斯·巴斯
蒂安·勒帕热《 垛草》和莱昂·莱尔
米特的《 收割的酬劳》。当时引得上
海美术爱好者争相临摹。

中华艺术宫筹建办主任施大畏
当年就在临摹者之列，“ 我当时临摹
的是《 收割的酬劳》，我专注于临摹
画中人物的手。” 另有一些画则在
2004年上海美术馆“ 法国印象派绘
画珍品展”中来过。

所以说，有一点年纪的上海观
众对法国绘画并不陌生。人们以极
高的规格来迎接这批珍品的到来。
据了解，为了这87件画作，中法双方
动用了4架飞机分4次完成运送。其
中，《 拾穗者》是由一架飞机单独运
送的。

“ 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将在
明天正式对公众开放。中华艺术宫
筹建办常务副主任李磊对记者表
示，展览将从11月16日一直进行到
2013年2月28日，扣除每周一闭馆时
间，共展出96天，这也破了奥赛博物
馆对外借展的纪录，他们一般不会
超过3个月。而为了保持参观的良好
环境，该展将实行观众限流，每天控
制在3000人以内。展览实行收费参
观，门票20元。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不息的变
动：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
将于11月17日在中华艺术宫25号展
厅开幕。由刘海粟美术馆、上海档案
馆等共同承办的此次展览，将展出
上海美专师生作品近300件。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中，一代
绘画大师刘海粟之女刘蟾一直在为
征集这些作品而奔波。所到之处，刘
蟾听到的都是上海美专对那些作品

创作者所产生的延绵终身的影响。
而一个私立的美术学校之所以能产
生如此重大的影响，都与校长刘海
粟的主张有关。昨在接受本报专访
时刘蟾表示，父亲刘海粟建设上海
美专的观念都透着一个“ 新” 字。

“ 他当时招老师，既招传统画家，也
找从西方回来的年轻艺术家。既有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也
有新文化的领军者胡适、徐志摩这

样的人。”
而刘海粟这样坚持兼容并包的

结果，刘蟾认为是直接导致了上海
美专海纳百川之风。刘蟾告诉记者，
当时上海培养学员画商业画的学习
班很多，与这些班相比，上海美专的
特色很鲜明，“ 上海美专就是要培养
有个性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是模仿
者。”在刘海粟的直接倡导下，上海
美专处处体现了新意。比如首次实

现了男女同校，又如首次引入了裸
体模特儿等。

上海美专1912年创立，是1952年
成立的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育人无
数，影响了整个中国绘画艺术的发
展。刘蟾这次在征集作品时，拜访了
102岁的美专学生王兰若。老先生已
不能说话，但依然坚持毛笔写字，他
通过自己的方式向刘蟾表示，上海美
专的艺术熏陶影响了自己一生。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王家卫
执导，汇聚梁朝伟、章子怡、张震、赵
本山、小沈阳、宋慧乔等明星的史诗
功夫片《 一代宗师》昨日发布电影纪
录片《 宗师之路》（ 上），该纪录片不
仅揭秘了王家卫筹拍《 一代宗师》的
初衷和3年走访百余位民间宗师的心
路历程，而且首次曝光了梁朝伟、章
子怡、张震等众多明星为拍电影多年
练功的珍贵视频。

在国家武术教练、李连杰师父吴
彬介绍下，王家卫横跨南北和海峡，
先后踏访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
蒙古、东北、上海、浙江、台湾、广东、
香港、澳门等地，拜访了咏春、八卦、
八极、形意、通背、心意等各大拳派的
百余位民间功夫宗师。通过“ 宗师之
路”的旅程，王家卫不仅收获了关于
功夫和门派的故事，更被这些隐世民
间的师傅身上的“ 精气神”所感染，
他们是宗师背后的宗师，也是《 一代
宗师》最珍贵的一层“ 底色”。

王家卫遍访的这一百多位宗师
中，既有像吴彬、叶准这样的武林泰
斗，也有隐居民间、身怀绝技的血脉
传人；既有国内代代相传的各派宗
师，也有身居海外、弘扬武术的实战
高手。王家卫以诚意打动隐世民间的
师傅们，他们身上的品格也给王家卫
的创作以更大的启示。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作为2012上
海国际当代戏剧节重点活动之一，由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市戏剧家协
会及上海高校戏剧联盟联合主办的

“ 第一届上海戏剧教育国际论坛”将
于2012年11月27日及28日在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举办。

本次论坛由案例分享、对话交
流及示范工作坊三大板块组成，旨
在促进本地戏剧教育及应用戏剧的
实践发展；在整合资源、建立本土戏
剧教育网络的同时，亦为本地工作
者与国际同行间提供交流平台，促
成国内外业界内的深入交流及项目
合作。

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揭幕
刘海粟之女回忆：当年办学处处求新

“ 这次来上海的作品，都是我
们从奥赛博物馆的墙上直接摘下
来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拿不
出其他作品来替换这些作品了。所
以这次来的绝对都是珍贵之作。”
昨天，法国奥赛博物馆主席居伊·
科热瓦尔以这样的措辞，来表达他
们珍品的“ 倾巢而出”。汇集了这
些珍品的“ 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
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
明日起在中华艺术宫正式对外开
放。本报记者昨天采访了展览的核
心人物，试图探究此展对这座城市
可能产生的意义。

本报记者 郦亮

王家卫纪录片
揭秘“ 宗师之路”

》文娱速递

戏剧教育国际论坛
将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实习生
金承舟 青春励志军旅电视剧《 麻辣
女兵》于昨晚登陆了《 湖南卫视》黄
金档。作为国内首部以90后女兵为主
体的电视剧，此番出品方不仅打出了

“ 军旅小燕子”的旗号，还大胆对电
视剧的字幕质量打赌：如果观众能在

《 麻辣女兵》中发现错别字，就会得
到制片公司的奖励。

据悉，这部新戏尽管没有豪华的
演出阵容，但制作方对此花费的心血
也绝对不少，光是时间就用了两年
多。处于对自身电视剧质量的自信，
制作方还打出了“ 找错字送手机”的
旗号。制片人何静就宣称，只要有观
众在首播当天播出期间能够第一个
找到错字发布微博的，就能够得到制
作方送出的智能手机一部。

《 麻辣女兵》
悬赏找茬

《 拾穗者》吸引众多关注。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