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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汇文 体

! ! ! !原准备在 !月 "#日佳士得香港春拍“中
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上拍卖的一件画作，在预
展现场遭遇飞来横祸，被参观预展的一名儿
童“撕毁”。现场照片显示，受损拍品乃任伯年
花鸟四屏之《淡黄杨柳带栖鸦》立轴，画作的
下半尾端被横向撕裂。事发后网上一度引起
关于“熊孩子”的热议，甚至有人发出提
议———从此以后，拍卖行的大门向“熊孩子”
关闭。不过这种因噎废食的措施既不太可能，
也并不可取。
香港佳士得官网显示，受损的那组画创

作于 $##%年，估价显示为 $!&万至 "!&万港
币（约 $'&万至 "$%万人民币），如果需全额
赔偿的话所要支付的代价不小，不少人替熊
孩子的家长捏了一把汗。不过事情似乎并不
像网上猜测的那样严重。在记者向拍卖行方
面核实信息时，拍卖行回复：“就拍品编号
$'%'任颐《花鸟四屏》于展览期间遭到意外
损坏一事，佳士得香港已通知委托方，并已撤
拍该拍品”。对于后续防范措施的追问，拍卖
行不多提，以公关部门发布的回应为准，态度
相当克制。根据了解，网络上传播出来的拍品
受损照片，也并非是佳士得拍卖行官方传播
出来的，而是由参观者拍下后上传网络的。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冷

静看待拍品受损，不必一惊一乍，理由有三。
其一是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坛的巨匠，花
鸟作品存世量不少，受损拍品还不至于被形
容为一件“价值连城”“举世无双”的孤品，因
而于画坛而言，这次作品受损事件并不会有
太多的影响。其二，正规的国际拍卖行在作品

上拍前上了保险，只要损伤并非蓄意，保险公
司能够担起责任。其三，从照片上看伤损，而
非网友所说的“撕毁”那么严重———一条斜线
横穿，这种“轻微伤”在修补领域是入门级的，
且上海修复高手不少，修复起来谈不上难题。
据艺术评论人奚耀艺透露，受损作品由

保险担责，“（画作）现在是去修了，应该通过
装裱能够恢复原样，作品有保险，费用不成问
题。没有了解到其它追责问题，只是进行了撤
拍和修裱，修复好以后如果看不出痕迹，一般
不太会影响这幅画以后的拍卖价格。”而当记
者和多位拍卖行业内人士聊起此事时，得到
的答案是在防范“熊孩子”和开罪“熊孩子父
母”之间的平衡，拍卖行的确需要有所取舍。
不过在拍卖前举办线下预展，供潜在藏家观
摩，是拍卖历史上不变的规则，从来没有过拒
绝孩子的先例。
只不过，此次虽然侥幸“过关”，不保证日

后没有“熊孩子”在艺术品预展甚至博物馆里
惹出更大麻烦。记者和多位书画业内人士聊
起，针对“熊孩子”的风险，有必要在艺术展览
会前强调一下观展“行为礼仪”，不用手触摸
“展览中”的展品是一条“红线”。毕竟，不管
此次受损作品是不是“举世无双”、最后承
担损失的又是哪一方，艺术品意外受损总
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无论是拍卖行还是
“熊孩子”的家长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加强
防范措施。
不过拒绝孩子入场这种因噎废食的措施

并不可取。过去拍卖为少数手握财富的人参
与，预展受邀的范围更小，近年来，拍卖预展
几乎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只要观赏者衣着得
体，教养有方，带孩子来观赏博物馆里看不到
的艺术收藏，谁说不是一件美事？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虽有“撕画”意外
不必因噎废食
!!!从熊孩子观展引发意外说起

科技重塑记忆
说到大世界，就必会提到哈哈镜，$"面

哈哈镜如百年前一样安放在进门大厅。拾级
而上，魔都记忆·百年大世界沉浸式展演秀
正等着你开始一场探索之旅。你将扮演一位
被哈哈镜吸入次元空间的主角，在扭曲的时
空中穿梭，在大世界各个神秘绚烂的场馆
中，运用智力解锁场景，使各个场馆恢复正
常运作，并最终找到回归正常世界的线索。

大世界最初开业时，建筑内
就曾悬挂大量灯笼，华灯初上，光
影交错，成为一景。如今，大世界
的回廊上重新挂上了一千多盏灯
笼，游客可以扫码猜灯谜，体验传
统乐趣。走进光影戏剧展厅，玻璃
成像的影像矩阵中，京剧、昆曲、
越剧等名家以全息投影的方式
跨时空出现。游戏人生展厅里，
跳房子被设计成了体感游戏，月
份牌年画也可以自动生成带有个
人头像的摩登海报（见左图）。歌
舞时代展厅里有唱不尽的笙歌，
说不尽的潮流，全息舞蹈秀让海
派歌舞影像重新呈现在舞台上，
还会有穿着旗袍的真人演员与像
中人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对唱。

非遗活态展示
这个沉浸式展演秀不仅开启

了一段“远东第一游乐场”前世今
生的探索之旅，也成为展示近百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体验的魔
幻空间。穿过奇幻的万花筒隧道
（见上图），结束这段时空探索之
旅，观众看到的是东阳竹编、南通
蓝印花布、贵州丹寨蜡染、四川阿
坝羌绣、苗族百鸟衣等精美的工
艺品。回归现实，中心大舞台依旧
好戏连台，百年的哈哈镜依旧在
入口制造欢笑。这一刻，仿佛记忆
与现实重逢，历史与当代交融。
除了流动的趣味演出，大世

界还将推出演艺资源交易大厅，
进行展示、交易和智能化撮合，实
现市场转化。依托自身以及“演艺
大世界(人民广场剧场群”的演
出需求，大世界以沉浸式体验、场
景式消费、娱乐化传习和文创化
交易为抓手，重新绽放海派文化

魅力。大世界总经理陈轩说：“我们想把大世
界打造成以非遗活态传承为主题，以非标演
艺空间集聚为特色
的游乐消费目的地，
努力让它成为演艺
大世界中的一个亮
点，成为中国文旅融
合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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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六一儿童节，不少市民
和游客都来到上海大世界
看看白相相，意外发现，那个
记忆里的大世界大变样了。
楼下的中心大舞台上，上海
沪剧院的折子戏展演为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惠民演
出收尾，楼上重装上线的《魔
幻大世界》游园解谜游戏让
观众以全新的数字化体验，
发现更多非遗文化，重回小
时候的大世界记忆。

漫步大世界，无论台上
台下、室内室外，大朋友和
小朋友感受着与各种演出
随处“迎面相撞”的幸福，或
打鼓、或耍宝、或魔术、或戏
曲、或高歌，处处有演出，时
时有惊喜。

! 全息舞蹈秀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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