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都市 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集合了上海老中青三代版
画家的“上海当代版画名家名作艺术展”
昨天在田子坊艺术中心揭幕，这是今年
上海版画力量的一次集中体现。策展人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培育，上
海新一代版画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对于
高科技在版画艺术上的运用更为娴熟，毕
竟推动了上海版画向更高层次发展。

上海是中国版画艺术的发源地，最
早可追溯到1931年鲁迅在上海发起的
新兴木刻运动。当时鲁迅特别重视表现
形式要切合内容的需要，努力将版画做
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时间过去了80
年，上海的版画也发生了多次重大变
革。这些“上海当代版画名家名作艺术
展”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此次展览云集了来自上海的沈有
福、张翔、王西林、徐鸿兴、龚赣弟、苏岩
声、王凤发、张艳焱、崔晶等9位版画艺术
家及其多年来精心创作的数十幅作品。
策展人崔晶，也是一名中生代女版画

家。上海版画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类很齐
全，木版、纸版、铜版、丝网版、水印及其
它综合版都在创作中被广泛运用，相互
融合交织，体现了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
气质。

当然，另一方面上海版画人才队伍
也很齐整。崔晶告诉记者，这个从此次
展览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9位艺术
家可谓是上海版画界老中青艺术家的代
表，年龄最大的六七十岁，最小的40岁
不到，并没有出现断层，这对上海版画来
说是一大幸事。说到版画新人培养，崔
晶说，上海近年十分重视人才培育，很多
艺术院校现在都已经设立了版画系，而
且每年上海都会举行一些版画展，青年
人虽然资历浅，但也有展示才华的平
台。从目前青年版画创作来看，上海版
画新人对于电脑等高科技在版画创作中
的运用十分娴熟，这使得他们可能在对
于版画新形式的探索上具有很大的优
势。当然在一些展览中也可以看出这些
新人的创作还比较稚嫩，这就需要不断
地进行培养和磨练。

在直播品质升级的大潮之下，上海早
已不是单纯追求直播体量上的第一，而
是追求品质第一。这意味着上海在直播
的品牌、内容、服务、人才、标准、监管各
个方面都达到全球一流。事实上，上海
此前培育发展的集直播平台、MCN 机构、
数据服务商、品牌商于一体的直播产业
生态，已为上海发展品质直播打下了坚
实根基。

在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于秀芬看来，
直播多感官、立体化、沉浸式的交互方式，
为文旅营销提供了新载体、为文旅体验创
造了新场景，而文旅行业涵盖“吃住行游购
娱”六要素，涉及“节赛会展”各类活动，则
为直播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供给。两个
行业彼此加持、叠加融合，还有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

今年8月，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台了《上
海在线新文旅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组织实
施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城市数字“文旅名
片”、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等四大专项行动，其中，“直播”成为高频
词。

为进一步发挥“直播+”赋能传统行业
的重要作用，市文化和旅游局率先倡议推
动上海建设“品质直播第一城”，通过打造
品质直播，助力品质消费，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传播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理
念。

活动期间，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推
动上海建设“品质直播第一城”的若干举
措，拟通过支持行业制订团队标准、构建
人才体系、建立联动机制、搭建交流平
台，推动上海培育一批高质量MCN 机构，
造就一批高技能直播人才，打造一批“特
色直播间”和“网红直播打卡地”，形成一
批直播经济品牌活动，建立一批直播经
济产业基地（如杨浦区“大创智文化与科
技融合发展创新基地”、嘉定区“上海国
际短视频中心”），促进在线新经济、在线
新文旅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新需要。

蓄势赋能经济发展 多项政策扶植直播人才

上海打造“品质直播第一城”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的淘宝直播用户观看数量全国第一。在

万物皆可直播的大潮之下，上海这座全球一流的商业城市正在厚
积薄发，谋定而动。昨天，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杨浦区人民政府共同
举办了推动上海建设“品质直播第一城”活动。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尽管发展势头迅猛，但直播目前依旧处
于行业发展的早期，需要各方的细心呵护。

活动当天，作为申城直播经济的“领跑
者”，杨浦区率先发布了品质直播支持政策

“直播24条”，对直播产业从企业创新、人
才培养，到融资上市、场景应用、产业集聚
等全方位赋能。

“直播24条”中给予主播和企业真金
白银的支持力度尤为引人关注。包括，根
据主播年直播带货纳税销售额和区域贡
献，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根据对区域贡
献程度及项目知识产权的属性、创新程度，

对研发投入最高给予500万元补贴；在杨浦
区购置办公用房或租房，享受最高1000万
购房补贴或500万租房补贴；对经认定为国
家级或市级专业化平台，按建设费用给予
最高600万的专项扶持等等。

此外，“直播24条”还鼓励直播企业引
进技术管理顶尖人才，优先支持入住本区

“人才公寓”或给予购租房补贴，提供居住
证、出入境、就医等便利服务。直播企业还
可推荐核心高管和独家签约主播获得人才
认定，按照世界级、国家级、市级和区级等
ABCD四类人才享受政策。

活动当天，上海 MCN 专委会，英模文
化、葡萄子等头部MCN机构和小红书、远潆
文化等产业链企业纷纷宣布落地杨浦。

据新榜数据，截至2020年10月，上海
MCN 机构签约达人共计 1918 人，覆盖粉
丝量上千万，机构33个，拥有千万量级红
人的机构 13 个，累计覆盖粉丝 24 亿左

右。
杨浦区以MCN专委会落地为契机，市

区校企联手发起“直播产业促进联盟服
务”，组团式优先对接上海有需要的“百强”
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开启直播合作或直播
窗口，带动万家中小企业云上共建直播生
态圈，持续释放直播新经济势能。

“八项举措”卡位“直播+”风口

校企联手 释放新经济势能

“直播24条”赋能全业发展

上海新一代版画人正快速成长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一个健康的古典乐生态，必
然是有人做“段誉”，以让人眼花缭乱的
复杂招式，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古典，也有
人做“扫地僧”，潜心修炼自己的内功，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

11月15日和22日，钢琴家陈默也、
小提琴家王之炅将先后在上海大剧院奏
响钢琴、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这个系列的
音乐会名字叫“一个人的古典”独奏家系
列，而他们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聊
起来也跟“扫地僧”颇有几分相似。

大剧院有很多气势磅礴、编制宏大的
音乐会，也有很多极为抓眼球的跨界演出，
经常出现“爆款”。2018年诞生的“一个人
的古典”，相比之下无疑是相对高冷、专业
的，他们就是给高水平独奏家舞台，让他们
演绎自己想演的高水平作品，跟相对“懂
经”的观众，完成碰撞和相互的欣赏。

这次登台的两位音乐家，陈默也出
生于北京，此次音乐会是他的上海大剧
院首秀。27岁在悉尼国际钢琴比赛、辛
辛那提国际钢琴比赛等国际赛事中获奖
的陈默也，属于大器晚成型。王之炅则
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上海大
剧院的老朋友。

王之炅告诉记者，疫情对有一些艺

术家影响很大，甚至有人真的在生存边
缘挣扎，“这跟你是不是顶级音乐家没有
太大关系，主要是跟你从事的职业有关
系，比如很好的四重奏团体，本来挣钱就
不多，演出一取消，他们更加难了。”但她
自己有教师的职业和工作，除了给系里
的学生上网课，她不愿意去做线上的音
乐会。“包括英国的平台，包括西安的那
个华山上的音乐会，都曾找我，但我觉得
音乐会一定要在一个正式地方、有一个
正式的搭档、穿着正式的演出服，这样才
有仪式感，才是音乐会的感觉。在家直
播？那只是直播自己在家练琴的状态，
没有意义。作为演奏家，我平时闲下来
的时间不多，这段时间可以多找一些新
的曲目看看练练。”

陈默也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个时
间，正好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做平时一
直想做，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做的事，比
如之前一直在准备各种音乐会，就没什
么时间去学一些新的曲子，也没有时间
去做一些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比如，我
有试试看勃拉姆斯的曲目，我之前只弹
他的协奏曲，独奏曲我基本上不怎么
演。试的结果是可能还是再等那么一两
年后再演，但是起码也是先学起来、试过
了。疫情期间还在国外买了很多乐谱，
虽然好多都经常给寄丢了。”

不想一窝蜂去线上 情愿闭关练功
疫情期间古典乐界的音乐家们集体做“扫地僧”

陈默也和王之炅（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