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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件海派绘画作品
亮相沈阳故宫

“百川归海——沈阳故宫院藏海上画派绘
画展”4月24日在沈阳故宫开展。展览选取33
件沈阳故宫院藏海派名家作品，作品具有鲜明
的时代气息，展现了海上画派多元、宽容、借鉴、
出新的特征，不仅反映了当时大众的审美趣味，
也满足了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沈阳故宫近现代书画收藏较为丰富，包括
各时期海派名家的作品。本次展览展出了赵之
谦《牡丹图》、丰子恺《饮水思源图》、张大千《柳
荫仕女图》等多幅名家作品，通过“海上画派的
形成与发展期”“海上画派的成熟深化期”“海上
画派的衍化期”三个单元，展现了海上画派不同
时期的发展历程。

在本次展览中，一幅吴昌硕的《秋意图》
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本次展览策展人、沈
阳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喆介绍，《秋意
图》是海派绘画成熟深化期的代表作品。“秋
日的黄菊、红叶被巧妙安排在同一画面中，
画中心用淡墨轻绘一块竖石，将黄花、红叶
很好地串连一体，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王
喆说。

海上画派简称海派，是近现代中国美术
史上一个重要画派。“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
为商埠，各地画人流寓于此，使上海成为绘
画活动中心。海上画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开拓创新，既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又
借鉴吸收外来艺术，其绘画风格纷繁，参与
画家众多，对中国近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王喆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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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让我们少走弯路

1986年，纪连海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
业后，在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2005年，他第
一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舞台，诙谐的讲课
方式让他成为节目中最受欢迎的主讲人之一，
同时也被评为“最另类”的名嘴。

“我哪另类了？”谈起自己的“另类”，纪连海
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他逐渐理解了大家的评
价。“可能首先是我的身份另类，我是第一个走
上《百家讲坛》的中学老师；其次是在我之前，
《百家讲坛》没人像我把故事讲得这么有代入
感。”

看纪连海的节目，有强烈的代入感，相信这
是很多观众直观的感受。他视角独到、语言幽
默，节目播出后，很快获得了大量拥趸，其中他
讲解和珅的十期节目更是创下《百家讲坛》开播
五年来的收视之最。

“有时候我能把自己讲哭，我想就是这种强
烈的感情色彩影响了观众，也是这种由内而外
的代入感使我成为‘另类’。”纪连海说。

《百家讲坛》的舞台上让纪连海一炮而红，
但即使是这样，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记教
师的身份，甚至把当好一名历史老师作为不变
的人生追求。在访谈中，他站在历史老师的角
度，为学生们如何学好历史支招。

“学习历史的门槛并不高，但是如果要学得
好，还要有一定的水准。”纪连海说，历史入门不
难，但要学好不容易，因为学历史不能人云亦

云，更多的还要阅读大量史料。
“但是对于史料也不能全盘皆收，还要进行

鉴别、分类，然后加入自己的想法，这样学历史
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纪连海认为，学历史
虽难但也非常重要，当你学到一定程度，就会发
现当今社会乃至未来发生的一些事，在历史上
都发生过，都似曾相识，所以学习历史可以让我
们少走弯路。

海南要挖掘研究走出去的名人

纪连海走进大众视野近20年，过去他活跃
于《百家讲坛》等传统媒体荧幕，如今他积极拥
抱新风口，在短视频领域也讲得有声有色。

在抖音平台上，纪连海拥有170多万粉
丝。即便是在短视频赛道，纪连海依然认为他
还依然是一个学者，一个上得了讲台、拍得了短
视频的学者。

“时代在变化，你不能钻在故纸堆里不出
来，学了那么多东西，总要表达出来。”纪连海
说，过去人们说“货与帝王家”，而今就是要充分
占有各种媒体，否则就会被这个时代的浪潮所
淹没吞噬。

来海南讲课的这几天，纪连海和身边的朋
友在交谈中，也多次提及丘濬、苏轼等历史名
人。在他看来，丘濬和苏轼是海南很有代表性
的两类历史文化名人。

“苏轼，是从内陆被贬到海南的；而丘濬则
是海南走出去的。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外来
的’名人，也要研究这些从海南走出来的名人，

挖掘海南的特定因素对于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
的激励作用。”纪连海说。

说到苏轼，纪连海调侃道，“苏轼就是最早
一代有名有姓的‘新海南人’。”他也向记者透
露：“我在海南也有房，这10年来，每年都来海
南。”言语中不乏对海南的喜爱。

他认为，海南可以充分挖掘东坡文化，不局
限于东坡在海南的那三年，而是放眼苏东坡的
一生，看东坡来到海南之前是如何一步步演变，
来到海南之后东坡又有怎样的飞跃，要研究苏
东坡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海南人的影响。

最后，纪连海寄语年轻人：“当下社会飞速
发展，日新月异，真的让我们有种追不上的感
觉。不管怎样，年轻人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要好
高骛远。”

与海南读者面聊清史

“名嘴”纪连海 偏爱海之南

文化速递

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
消费促进活动启动

以“文旅惠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
的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23
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启动。

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由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活动时间为2024年4月
至2025年2月，分为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
消费周、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国庆文化和
旅游消费月、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专题消
费促进活动等部分。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
关地方举办专题主场活动，各地和各支持单位
结合本地实际，同期举办分会场活动，加强政
企协作，共同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场
景和消费惠民措施，让企业真受益，让百姓得
实惠。

“百城百区”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专
项对接活动同期举办。据悉，今年，文化和旅
游部产业发展司继续联合中国银联，并会同
各支持机构实施该行动计划，从丰富消费惠
民措施、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提高产品供给能
力、提升消费便捷程度、促进区域消费联动、
加强宣传推广力度等六方面，乘势推动消费
持续扩大。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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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惠

他是中学教师，
他是百万粉丝博主，
他是《百家讲坛》“最
另类”的讲师，他就
是历史学者、央视
《百家讲坛》前主讲
人纪连海。

4月23日至24
日，纪连海在海南师
范大学、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连开两场讲
座，与海南读者面对
面聊清史。其间，纪
连海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在访谈
中，纪连海谈到亲身
参与和见证了文化
的传播，并表示他也
在适应快速发展的
时代。这位《百家讲
坛》的明星，给记者
的第一印象，就是和
蔼亲切，严谨中又不
失幽默，思维敏捷，
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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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能让
容器承载，将会
呈现出什么形
状？连日来，一
场名为“爱的形
状”的艺术花瓶
展频频在抖音、
小红书等社交平
台刷屏。

这场展览就
设置在海口市琼
山区高兴里商圈
里，观展者除了
专程前来的艺术
爱好者，也有众
多的普通消费
者。

商圈里藏着
“大隐隐于市”的
艺术馆，看一场
展览如同逛街、
看电影一样方
便、简单。人们
不必再专程前往
特定艺术区，便
可轻易开启一场
“艺趣”之旅 。

近年来，海
口多家新建艺术
馆和美术馆悄然
“嵌入”闹市区商
圈里，它们共同
打造了城市里新
型的艺术空间，
为城市文化生活
增色添香。

在闹市邂逅艺术

海口万象城开起画廊，琼山区
高兴里的艺术馆人气渐旺……近年
来，越来越多美术馆、艺术馆等艺术
空间“嵌入”闹市商圈之中。

“很方便，周边配套很齐全”
“看完展，走出门就能喝茶、吃
饭”……翻看大众点评、小红书、
抖音等社交网站，发现海口网友
们对于商圈中的艺术空间认可度
极高。

“艺术展览不再‘高高在上’，而
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融入城市生活
中。”艺术爱好者杨媛说，不只是商
圈里开起美术馆或者艺术馆，在海
口部分书店、咖啡店里，主理人也会
不定期邀请创作者在店里展出作
品，并举办文化沙龙。

分析其原因，自然离不开大众
消费需求的转变。在消费者观念
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们愈发注重精
神追求，而美术馆等艺术空间能提
供优质的文化内容。与此同时，商
圈不再是单纯的商品销售场所，逐
渐发展成融合文化、娱乐、休闲和
消费等多种元素的综合型消费场
所。

当艺术与商业邂逅，打造新型
艺术空间，可以丰富其文化体验业
态，进一步提升商圈文化内涵。

“这类空间缩短了艺术展览与
大众之间的距离。”高兴里 APM
Gallery艺术馆运营相关负责人彭
安琪表示，商圈通常位于城市繁华
区域，能为艺术馆提供高流量、高曝
光度的场所，而对于商圈而言，艺术
馆的存在能够打造独特文化形象和
品牌。而对于大众而言，闹市里的
艺术馆自带“烟火气”，降低了人们
接触艺术展览的心理门槛和交通成
本，也更愿意迈入其中。

新兴空间更多元

“艺术+商业”的业态蓬勃发展，
前景看上去很美，其中却包含不少
挑战。

2023年5月，策展人小刘和团
队在海口国贸核心商圈开设了一
家艺术画廊。然而一年后，他们便
决定先放弃画廊的运营，另做打
算。

总而言之，商圈内引入美术馆
的门槛并不低，既要考虑与项目
的适配度、雄厚的资金支持，还需
要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同时，这
一模式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也
面临一定的挑战，如何在探索中
获得创新突破，仍是各方需解决
的议题。

有关学者认为，随着艺术馆可
以发力提升内容产品品质，增加优
质内容供给，盈利能力可逐步改
善。除了卖门票，这类艺术馆可以
探索更多元的内容形式。业内人士
建议，除艺术展览之外，可与艺术品
交易、教育培训、图书零售、衍生品
开发等结合。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
业内人士十分看好本地艺术产业发
展前景。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建设海
南国际设计岛。

“我们在年初和茑屋书店联合
策划了‘life is more’东亚艺术家
群展，市场反馈很好。”彭安琪说，原
本展出计划的优先级排序靠后，但
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共同完
成了茑屋书店在海南的首展。下一
步，我们希望能够引入更多国际化
的展会。

让观展成为习惯

近年来，“艺术的社会语境化”的话题
频频引发讨论。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将艺
术融入生活日常、融入商业场域，将艺术
与生活相融共生，构筑一个富有品质和魅
力的艺术生活区。

观众在商圈看展，随之所产生的心理
需求和观展习惯，和在传统的艺术空间不
尽相同。

“我们更注重增添观众的体验性和互动
性。”“爱的形状”艺术花瓶展策展人林松涛
表示，在策划这一展览时，团队聚焦并放大
花瓶中“爱心”元素，设置爱心大型装置、互
动区等从视觉语言、场景暗示、作品展陈等
层面，引导观众了解展出背后的种种理念。

“专业领域的人看展可以有所收获，
普通观众进场后也会驻足停留，会想去了
解背后的故事，艺术性和娱乐性均有所体
现。”林松涛认为，文艺展览可以培养消费
者逛商场新的消费习惯，在逛商场的时候
会主动参与到文艺鉴赏的过程。

业内人士认为，商圈内的城市艺术空间，
能为人们构建独特的文化场域，在忙碌的生
活中，在繁华的闹市里，抽离出日常繁杂的议
题，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绪寄托。

聚焦岛内，特别是在海口，在省博物
馆等老牌文化单位外，海口会展工场、海
口云洞图书馆、江东言·艺术馆以及一些
私人画廊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艺术展
览。而此类艺术空间的壮大，也进一步为
城市文化生活增色添香。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文化气质和文化
属性。商圈内的艺术空间能深入链接在
地文化，编织属于海口的文化记忆。

“在办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集中收
集消费者的反馈，增强与他们的联动，调
整办展的方向和内容，不断增加与市民的
共鸣。”彭安琪说。

丰富且多元的艺术展，对市民来说意
味着有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选择。一
个城市越繁荣，能提供的艺术展就越多，
也越能增加城市文化的吸引力，提升人们
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

■ 本报记者 邓钰

纪连海在授课中。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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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门口。

观众在留言墙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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