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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艺 快讯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受邀参加
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活动

阴 本报记者 魏建荣

艺术时空6

知名油画家吴轲阳作品展走进威尼斯比萨尼宫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近日袁全国大范围迎来今冬首场

降雪遥 虽天寒地冻尧冷气袭人袁但冬日

雪景乃是天地一绝色袁今日的人们依

然为野山舞银蛇袁原驰蜡象冶的美景所

吸引袁那么文雅的古人如何欣赏良辰

野雪冶景钥 在漫长的冬日他们会有哪些

活动呢钥 让我们一起走进古画袁探寻

古人充满诗情画意的冬日世界遥

室内围炉煮茶尧品茗对弈

在古代，冬日围炉煮茶、品茗、饮

酒、博古是一种常见的文化活动。在

静谧的雪天，约上好友，围炉夜话，

饮酒煮茶，在人间烟火中体验诗意

生活。

南宋画家夏圭所绘的《雪堂客话

图》描绘的便是雪后欲融未化时，古

人屋内对弈的场景。画作中山峦用小

斧劈皴和短线条秃笔直皴，以表现山

石方硬奇峭而又苍润浑融的质感。天

空和水略染淡墨，以烘托大雪的洁白

和寒气袭人的气氛。构图采取“边角

式”局部取景法。全图笔法苍劲深厚、

豪放典雅。屋内两人正在对坐弈棋，

虽只对其圈脸、勾衣，寥寥数笔，却将

人物对弈时凝神注目的神情表现出

来。远处山顶与近处树枝上有未融化

的积雪零星点缀。画面右下角为细波

荡漾的湖面，一叶小舟漂于湖面之

上。画面左上角留出的天空，杳渺无

际，把观者引入深远渺茫、意蕴悠长

的境界。

在南宋画家马远（一说钟礼）的

《寒岩积雪图》中，古人正“围炉煮

茶”。画面中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峰、溪

岸、楼阁和树木，银装素裹，呈现出天

地渺茫、山林幽寂的景象。长松挺立

在庭园中央，屋宇周围有梅花绽放，

为静谧的寒夜增添了生机。屋内案上

摆放几本书籍，烛光暗弱，二位文人

围着火炉相对而坐，火炉上正在煮

茶，一童子在旁侍立。

清代的陈牧在《月曼清游图》册

中描绘了宫廷嫔妃们一年的宫中生

活，其中，就对冬天嫔妃们围炉博古

的场景进行了描绘。华屋楼阁中，妇

人闲聚一堂，赏画赋诗，围炉博古。图

中有 8 位女子，有一位年长女子坐在

椅子上，两个年轻的女子一个帮她撑

画，一个似乎在为她讲解。画面的中

央，嫔妃们正为一件青铜鼎着迷，谈

得饶有兴趣。还有两个女子，一个抱

来一件青铜器，一个则抱来 6 件卷轴

画。画家以工细流畅的线条和亮丽鲜

活的色彩将嫔妃们描绘成身材修长、

体态轻盈之貌。同时，巧妙地通过圆

窗外叶子凋零的残枝和屋内取暖的

火盆，暗示了季节。嫔妃们的活动内

容，在民间生活中均习以为常，只不

过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使这些活动

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更加富贵、繁琐

及典制化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围炉博古”相对

赏花、刺绣、对弈等传统仕女画题材更

有新意。文人骚客对书画及古玩的收

藏、鉴赏的狂热在文学、绘画中大量出

现，不足为奇。而女子参与书画鉴藏活

动少见于记载，因此这幅反映宫廷妇女

鉴藏活动的绘画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

外出踏雪寻梅尧寒江垂钓

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

素，被赋予了高洁、坚强、谦虚等品质。

古人喜爱踏雪寻梅，欣赏梅花冬日绽放

的美丽与寒冬绽放的坚强品质，踏雪寻

梅也是许多画家笔下的重要题材。

明代画家王谔的《踏雪寻梅图》描

绘了一主三仆于雪天往深山寻梅的情

景。王谔的画风简洁明了，线条流畅，

色彩搭配恰到好处。画面上，几个仆人

跟随着主人，踏着雪地，探寻着深山中

的梅花。画中山石棱角方硬，两株古梅

盘根错节，树干虬曲苍劲，山体、坡石

多用大斧劈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这一场景充满了诗意和画意，仿

佛将我们带入了古代冬日的深山之

中，感受着雪花飘落，聆听着梅花的幽

香，不由得感叹一声“暗香疏影”。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清代萧晨所

作的《踏雪寻梅图》。画中描绘的是雪

霁时分，一位长者携童子踏雪寻梅的

场景。高大的山崖、崎岖的山坡、挺拔

的梅枝都被皑皑白雪所覆盖，整个背

景用淡墨渲染，以呈现出寒冷萧瑟的

景象。而山间迎风而立的几簇竹子为

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画幅中间的古

梅，虬曲兀立，枝叶交错，梅花已然盛

开。梅树下伫立着的长者，身穿绛袍红

履，头披风帽，双手持杖，正在昂首神

情专注地观赏盛开的梅花。长者身后

立着一位童子，身背行李，漫不经心，

无心赏梅，侧身望着缓缓的流水而出

神。寒梅、清溪、筱竹、坡石，长者与童

子，于此灵通神会，人与天地合一，臻

至超逸高洁的境界。

独钓于寒江雪野之中，享受着垂

钓带来的乐趣和心境的宁静是古人冬

日休闲的另一雅事。“千山鸟飞绝，万

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描绘了一

幅冬日江边垂钓的画卷。与此情景和

诗意相匹配的绘画莫过于北宋范宽的

《寒江钓雪图》，在寒冬冷寂的江面，一

叶孤舟上的老翁佝偻着背、一身蓑衣，

独自垂钓。一枝虬曲的松柏从巨石中

伸出，远处一片狭长的涯岸，树与石的

留白处正是皑皑大雪。老翁究竟是在

钓鱼还是钓雪已不重要，品味字面、画

面之外的无穷韵味才是最重要的。

明代画家陆治的《寒江钓艇图》

中，在大雪纷飞的季节，老翁身披蓑

衣，头戴斗笠坐于船头，蜷缩着身子，

用蓝色的布包裹着双手，拿着鱼竿，

画面透出一股冷意。整幅画的构图采

用截景的方法，将钓船、枯树与辽阔

的江面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画面

兼工带写富有诗意，给人以超凡脱俗

之感。 渊岁稔冤

艺 术 广 角

的

近日，应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组

委会邀请，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赴广西南宁参加第十届中国—东盟

戏剧周活动。这是继 2021 年甘肃省文化

艺术研究院成为“中国—东盟戏剧合作交

流机制”和“中国—东盟非遗保护交流合

作机制”成员单位，并携与定西铁堂演艺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秦腔甘肃派濒危失

传剧目《潞安州》亮相第九届中国—东盟

（南宁）戏剧周以来再次受邀参加该活动。

戏剧周期间，在组委会的统一安排

下，与会代表观摩了多部中外戏剧（曲），

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观看了缅甸戏剧、泰

国孔剧、新加坡儿童剧和越南木偶戏等

来自东盟各国的戏剧，增进了对东盟国

家戏剧发展现状的了解和认同，激发了

对中国戏剧（曲）传承、发展、创新、传播

的新的认识和思考。

甘肃是戏剧大省，期待甘肃在文旅强

省建设中开辟戏剧周单元，以戏剧为桥梁

和纽带，引导戏剧爱好者“跟着戏剧去旅

行”，打开文旅融合的又一窗口。甘肃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将持续加深与中国—东盟

戏剧周承办单位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

究院的交流合作，并联合开展中国戏曲及

东南亚戏剧研究，包括中国、东盟戏剧史

研究、戏剧交流史研究、剧目创作、剧本翻

译及戏剧评论等，共同促进对东南亚戏剧

的研究，为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彼此的文

化理解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近日，国内知名油画家吴轲阳作品

国际巡展首展应邀在意大利威尼斯著名

的比萨尼宫主殿堂举办，这是比萨尼宫

有史以来首次展览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也是近百年来首次有中国人在比萨尼宫

办个人画展。

本次展览以“东方灵画，坏·住·灵·

路”为主题，展出吴轲阳最具代表性的

27 幅油画和 89 件碳笔素描。作品创作

融汇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画风

灵识飘然，高维度呈现了生命的起源、意

义，寻求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每个生命

当下的觉知与感悟，从而引发观者回归

内心深处的思考，在探索当代心灵美学
方面独树一帜。

在这次展览中，吴轲阳的作品以东

方灵画为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厚重与博大。在画作中融入的不

仅仅是传统文化元素，更是对生活的理

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也是画家对艺术的

执着与热爱。此次东方灵画展览不仅在

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也在国

际艺术界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吴轲阳出生于书画艺术氛围浓郁的

闽南，自小遍游老城区，耳濡目染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学习钻研的过程

中受到了许多前辈老师的教导与点拨，

后考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油画专业学

习。2009 年，吴轲阳受邀去欧洲各个国

家进行为期 3 年的艺术访问，先后访问

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并且

参观了欧洲大大小小 1000 多个教堂和

博物馆，这段旅程对吴轲阳的油画艺术

有着深厚的影响。

吴轲阳表示，油画是世界性的语

言，更是中外民间交流一扇窗口。自己

的作品也多以生命的裂变、宇宙的本

源等为主题，探讨绘画语言背后共同

的人文精神诉求，用西方的艺术语言

诠释东方艺术神韵。此次在意大利举

行的画展是向世界展示东方艺术魅力

的重要一步，并期望在后续的巡展中

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认可，将东方

文化带给世界。

优质影片与热忱观众

如果用一部影片概括 2023 年的中

国电影市场袁国产动画电影叶长安三万

里曳或许最有代表性遥这部讲述中国古代

诗人李白尧高适的作品凭借超高口碑实

现逆袭袁 以 18.24 亿元的最终票房位列

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亚军尧2023 年

单片票房榜第 7 位袁 强力助推暑期档市

场热度遥 片中群星闪耀的大唐盛世图景

令人心驰神往袁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度与魅力遥
截至 12 月 27 日袁2023 年中国电影

总票房(含预售冤已超过 535 亿元遥 这是

疫情以来全国票房首次重返 500 亿元高

位袁表明中国电影恢复发展尧稳中向上尧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遥

今年以来袁电影行业克服了三年疫

情的重大打击袁以顽强的生命力重拾发

展繁荣的信心遥 一大批优秀电影争先上

映袁不仅创造了春节档尧暑期档的观影热

潮袁更将不同年龄的观众重新拉回到影

院遥 优质作品与广大观众袁实现了心有

灵犀的双向奔赴遥

关 键 词国产片

国产电影巩固野主角冶地位

这一年，国产电影进一步巩固了“主

角”地位。无论票房、口碑还是关注度，

2023 年的国产电影都遥遥领先于进口

片。在目前全年的535亿元票房中，国产

影片票房占比超过八成，进口影片票房占

比不足两成。目前票房过亿的年内上映新

片共有 68部，其中国产片47部。

票房前 10 名影片全部是国产片，分

别为《满江红》《流浪地球 2》《孤注一掷》

《消失的她》《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八

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熊出没·伴我“熊

芯”》《坚如磐石》《人生路不熟》，这 10 部

影片票房均超过 10 亿元。

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者聚焦时代

主流，把握时代脉搏，将类型化的电影语

言与生动展现社会现实、大众生活与情

感表达的故事相结合，用一部部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赢得了观

众青睐。相较于进口片，国产电影在题

材、故事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更贴近中国

观众心理，更能引起他们共鸣。中国电影

与中国观众的情感联接日益增强，体现

出国产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和中国观

众越来越引以为傲的文化自信。

好莱坞影片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明

显下滑。从类型上看，好莱坞大片以动

作、科幻、超级英雄片为主，往往都为续

集、翻拍，严重缺乏新意，套路化的剧情

和千篇一律的视效无法激起观众热情，

票房遇冷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今年

日本动画电影反而表现亮眼。《灌篮高

手》《铃芽之旅》收获较高票房，成为今年

进口片中的爆款；柯南、蜡笔小新、哆啦

A 梦等每年都会上新的人气 IP 则拥有

一批稳定的受众。

关 键 词重点档期

春节档尧暑期档表现亮眼

这一年，春节档、暑期档等重点档期

表现亮眼。热门档期的票房集聚效应越

发明显，观众已形成按照档期看电影的

消费习惯。

年初，春节档为全年电影市场开了

一个好头。《满江红》《流浪地球 2》《深

海》《无名》《熊出没·伴我“熊芯”》等多部

类型各异的新片为全国观众提供了丰富

精彩的春节电影大餐，最终造就了中国

影史票房第二高的春节档，67 亿元的票

房仅次于 2021 年。过年看电影，已成为

新年俗，春节档也成为目前全年票房产

出效率最高、最受关注的档期。

不出意外，《满江红》《流浪地球 2》将

成为 2023年单片票房榜的冠亚军。值得

一提的是，两部作品都由北京出品，充分

彰显了北京电影在全国的领军地位。

横跨六、七、八三个月的暑期档，“狂

飙”二字最能形容。端午上映的《消失的

她》成为首部爆款；随后，《八角笼中》《长

安三万里》接续热度，《封神第一部》低开

高走，《热烈》《巨齿鲨 2：深渊》轮番发

力；档期接近尾声，又有大黑马《孤注一

掷》降临，为市场再创新高。206 亿元的

总票房刷新纪录，成为“史上最强暑期

档”，不仅有力带动电影行业全面复苏，

还掀起了一场本土电影文化的热浪。

正在进行中的贺岁档，超过 70 部新

片鏖战岁末，影片数量创 5 年新高，为观

众提供更多选择。2023 年中国电影总票

房能否突破 550 亿元，还要看贺岁档的

最后冲刺。

尽管大片强片扎堆节假日集中上映

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整体来看，这一年，

各大档期影片分布更加均匀，尤其是腰

部电影比往年更加有力。此外，周末档的

营造与建设、分线发行的尝试，都让人看

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日益健全与成熟。

关 键 词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题材大放异彩

这一年，以中华传统文化为题材的电

影大放异彩，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案例。

年初，张艺谋执导的全明星阵容电

影《满江红》，用“剧本杀”式的故事展现

家国情怀，片尾“全军复诵《满江红》”的

场面激荡人心，令人难忘。

年中，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与神

话史诗电影《封神第一部》票房口碑双丰

收，成为暑期档“双璧”。《长安三万里》通

过高适和李白两位诗人的人生际遇，表

达追寻理想、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让观

众与千年前的古人完成了一次灵魂对

话。小观众在影院里背唐诗，成为今年文

化行业的奇景之一。《封神第一部》运用

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创新的表现手法，把

家喻户晓的封神榜故事重新演绎，打造

出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史诗。影片叙事和

人物更符合当代价值观和观众口味，诚

意满满的场景、服装、道具颇具工匠精

神，一众新老演员的精彩演技让观众津

津乐道。

更多国产影片，虽然没有直接讲述古

代故事，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深藏

于作品灵魂。《流浪地球 2》中“带着地球

去流浪”的核心创意，正是中国人眷恋乡

土的情怀；《深海》创新研发的“粒子水墨”

动画技术，营造出流动飘逸的质感，兼有

留白写意的神韵；正在热映中的《三大

队》，主角们用 12 年的时间追缉凶徒，其

行为宛如“三杯吐然诺”的侠客义士……

近两年的中国电影，全面呈现出文

化自觉、文化自信。许多作品用中国式的

语言、类型、题材和样式，描摹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生活，在艺术叙

事上也彰显独特的中国风。

此外，电影市场日趋多元化、分众

化，无论何种类型、题材的作品，都能在

市场中找到自己的观众。悬疑类影片在

2023 年表现神勇，大有成为热门类型的

趋势。《满江红》《消失的他》《孤注一掷》

《坚如磐石》《无名》等片中都含有大量悬

疑元素，通过紧张反转的剧情和极具表

现力的视听语言，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体验“头脑风暴”，获得强烈的观影感受。

渊袁云儿冤

电影回眸

“双向奔赴”

吴轲阳
月曼清游图之围炉博古渊国画冤

37伊31厘米 清 陈牧

古画里

寒冬雅事

寒江钓艇图渊国画冤 65伊36厘米
明 陆治

寒岩积雪图渊国画冤 156伊82厘
米 南宋 马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