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字“观察”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作家易小荷
前天带着新书《我们是否还拥有灵
魂》现身西西弗书店环球港店。这本
由新经典推出的新书，也是易小荷的
文学处女作。易小荷是著名记者、资
深媒体人。曾常驻美国报道 NBA。
但是她告诉青年报记者，其实她一直
有一个文学的梦，想创作一点和新闻
报道不一样的作品。

说到书名，易小荷说，这是她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有一次她和一个
朋友去看电影，电影之后他们就其中
一个细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是他
们发现网上竟然没有人关注到这一
细节。朋友说，现在在巨大的生活压
力之下，很多人其实已经木然了，他们
失去了思考生活，感知生活的能力。
《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是书中的一个
故事，易小荷借此发起了终极之问。

易小荷说，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
她是要讲究一点精神的。当然也因为
追求精神，人变得敏感。这是一把双
刃剑，对于文字创作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有时也会让自己更容易受到冲击。
而在易小荷那里，她把进行文学创作
作为自己疏导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手
段。《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中的十几
个故事，都是易小荷这几年陆续写下
的。在写作时，易小荷尝试虚构和写
实相结合的方式去叙述，这也让整部
作品具有一些文学创新的意味。

《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获得了
余华、阿乙等著名作家的联袂推荐。
结束了上海的签售后，到明年3月，
易小荷还将在成都、重庆、苏州等西
西弗书店展开巡回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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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喜剧片独辟蹊径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都市爱情片
怎样才能抓人眼球？用当下年轻人
的语言，做成喜剧，不故意用网络梗，
是《前任》系列成功的关键。近日，
《前任3：再见前任》来到上海，主演郑
恺表示：“这个戏的气质，我觉得还是
很受年轻人欢迎的。”

此前，郑恺已经拍了两部《前
任》，这次跟韩庚合作，依然是笑点担
当。《前任3：再见前任》探讨的是关于

“爱情与成长”的命题，韩庚饰演的孟云
在经历了分手的纠结、释然后学会了成
长。导演田羽生表示，希望观众看完《前
任3：再见前任》后，不再轻易说分手，不
要错过这辈子最爱的那个人。导演也坦
承有将郑恺现实生活中的性格植入到角
色，“可能因为本身就跟郑恺是好朋友，
所以说在写这些剧本前，一开始就植入
了他在生活中的一些状态。”

其实，在这个贺岁档已经大片云
集，这种题材的爱情喜剧在档期类别
中独辟蹊径。如果说前两部是凭借
妙语连珠的对白、金句频出的段子赢
得年轻观众的喜爱，那么这一部可能
更生活化、细节化，也更接地气。导
演就说，很多题材都来源于朋友，所
以很多观众都有代入感。更重要的
是，三部电影是个成长的过程，郑恺
也表示，自己与余飞这一角色在一起
成长，“这一次的余飞更加有层次，观
众会看到他一路走来的变化和慢慢
成熟的过程。”他也希望观众能从这
个角色得到自己的感悟。

上海，拥有大量的画廊、艺术品拍卖行与艺术品交易展会，而这些艺术机构
组成了上海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轮廓。上海文创“50条”明确提
出，上海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的目标。那么现在，上海离这个目标究竟
还有多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艺术品产业篇

像青年艺博会这样大型的平台建立，将有效促进艺术品贸易便利化。

阶梯状、多元化的艺术品
交易体系

12月初，第三届上海青年艺术
博览会举行。既为“青年”，这个艺博
会主要是针对青年艺术家和在校艺
术专业的学生而举办的。虽然在这
个平台上，参展艺术家并不是那么有
名，但依然是盛况空前——参展的青
年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才华，
并且捕捉市场的脉搏，而藏家则希望
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未来的艺术之星。

而就在青年艺博会举行之前的
一个月，11月份刚刚举办了上海艺
术博览会，作为全国资历最老的艺博
会，今年上海艺博会同样是盛况空
前，观众达6 万人次，5 天成交额达
1.5万元。当然和青年艺博会相比，
参加上海艺博会的艺术家年龄、资历
和名气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在上海就是这样，任何艺术家都
可以找到自己的平台。过去说，青年
艺术家卖画难，就是因为青年艺术家
缺少专属自己的平台。他们在全国
性、世界级的艺术展会面前，很难获
得通行证，所以也就不免陷入孤芳自
赏的境地。而现在青年艺博会就完
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过
去是各类艺术家在一起展览，难免有
参差不齐之感，现在各大艺术展会进
行细分，面貌也就相对比较整齐了。

在上海文创“50条”构建国际重
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规划中，有重要
的一条就是优化艺术品产业格局。
包括加快推进浦东外高桥、徐汇滨江
艺术集聚区建设，支持艺术类文化创
意园区发展，鼓励举办环艺术院校艺
术集市。支持上海艺术博览会、西岸
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大学上海美
术学院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系列
展等本地艺术博览会发展，支持全国
性艺术展览落户发展等。

而现在，阶梯状、多元化的艺术
品交易体系已经初见雏形，上海的艺
术品产业格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对标国际，要成为艺术品
交易中心还缺什么？

现在，上海无疑已经是全国最重
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根据数据统
计，2016 年，上海艺术品经营机构
426家，交易规模59.36亿元。其中：
专业画廊数量约300家，全年交易额
约12亿元；艺术品拍卖机构80家，
其中具有文物艺术品拍卖资质机构
58家，全年举办专场拍卖会293场，
拍卖额为34.26亿元；全市举办艺术
品交易展会8个，艺术品交易额约8
亿元；经上海口岸进出口的艺术品数
量8450件，出口贸易额5.1亿元；艺
术集聚区3个，总占地面积10.1万平
方米，吸引150余家艺术机构入驻。

这些数据足以让人感到炫目，但
是对标国际，哪怕是和北京相比，上
海似乎在某一些方面还有一些距
离。上个月，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拍卖
机构嘉德拍卖行到上海作今年秋拍
的宣传。精彩的拍品吸引了众多上
海藏家。一位藏家对青年报记者说，
什么时候上海的拍卖行也能有这么
精彩的拍品，也能举办如此大规模的
拍卖就好了。

嘉德总部在北京，是业内真正的
龙头老大，而与南北呼应的是在杭州
的西泠拍卖。1993年朵云轩在中国
率先开始了艺术品拍卖，可谓开风气
之先。但是多年过去了，真正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拍卖行并不都在上海。
人们说，上海有最好的收藏资源，也
有实力最强大的藏家，于是出现了外
地拍卖行到上海征集拍品，邀请上海
藏家前去举牌竞拍的局面。

在艺术品产业中，青年报记者注
意到，上海其实在很多创新方面都走
在了全国前列。但是普遍后劲不足，
被人赶超。在官方给出的资料中也
显示，上海艺术品产业存在的不足包
括：一是产业整体规模偏小。经营主
体数量不足，实力整体较弱，艺术展
会缺乏品牌影响力；二是产业集聚效

应不足。园区整体规模小，集聚程度
弱；三是产业扶持政策缺位，产业发
展保障体系不足。

要成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
易中心，关键在机制建设

这其实还是一个机制问题，应该建
立一种能够长效发展的机制。上海文
创“50条”提出，要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
交易中心，首先应该优化艺术品产业格
局。其次要鼓励艺术品业态创新。第
三就是要促进艺术品贸易便利化。

一个好的机制的建立，是需要政
策的扶持的。比如说促进艺术品贸
易便利化，上海的政策优势就是自贸
区的建立。近年来，上海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西方顶级画廊，这是因为上海
自贸区为艺术品交易提供了专业、便
捷、高效的全流程通道服务和解决方
案，为海外画廊、拍卖行上架展示高
端艺术作品提供了政策保障。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副
董事长胡环中表示，自贸区正在成为
上海艺术品产业的“出入走廊”。在各
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平台服务覆
盖外贸代理、报关报检、物流布展、金
融保险等，积累了佳士得、邦瀚斯、保
利、嘉德等海内外行业巨头资源，充分
发挥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作为海关特
殊监管区在进出境通关方面的优势，
为海内外艺术品提供保税服务，并延
伸至市区搭建保税展示、交流与交易
平台，提升通道服务质量，推动艺术品

“引进来”与“走出去”。上海自贸区国
际艺术品交易中心艺术品保税仓储一
期，作为中国大陆首个专业艺术品保
税仓库，自2013年投入运营以来，累
计进出库货值已达240亿元。

展望上海艺术品产业的前景，到
2020年，将基本形成门类多样、布局
合理，品牌汇聚、人才集聚，交易活
跃、市场规范的上海艺术品产业整体
格局，发挥艺术品产业在传承历史文
化和推动业态创新中的带动作用，形
成上海艺术品产业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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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产业集聚效应 推动艺术品“引进来”与“走出去”

上海打造“永不落幕的艺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