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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看戏 融为一体
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昨晚落幕

! ! ! !本报讯（记者 吴南瑶）!月 "#日，上海
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新展厅热闹非凡，沪上书
画篆刻、文化艺术及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与其
说当日是《陆康印象———陆康书法篆刻展》开
幕式，倒不如说是一次海上名家的乐聚。
“我一直不敢在上海办展览，因为这里是

艺术高地，名家云集。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
从年轻学生那里吸取活力，从教授老师那里
得到指导，请同道专家们来‘会诊’，指出我的
不足，以后更有所进步。”自 $#"%年秋天起，
陆康受聘在上海美术学院开设书法篆刻专
业，带教硕士研究生，多年坚辞办个展后终于

献出“上海首秀”，正是其出于要将毕生所学反
哺社会之心。
陆康出身于书香世家，上世纪 &#年代初

移居中国澳门，$##"年初在上海虹桥西郊附近
置工作室“持衡室”。他追慕祖父、海上著名文
人陆澹安淡泊自安的高洁品性，复兴着前辈师
长严谨勤奋治学、洒脱宽厚做人的海派风度。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 %"件，篆刻 '#枚，

文房雅玩与衍生品 !#余件，作品集与著作
''种。展览将延续至 (月 %日，陆康先生将
分别于 !月 "'、$$、$)日下午三时驻场会客
候教。双休日休馆。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由上海图书馆主
办的“观我———叶景吕肖像志 ")#*+")%&”昨
天下午在上海图书馆第二展厅揭幕，此次展
览展示了著名收藏者仝冰雪收藏的叶景吕先
生的 %!幅肖像作品。

历史影像收藏家仝冰雪先生于 $##*年
通过网络发现并收藏了叶景吕的私人相册，
之后经过大量的采访和系统研究，逐渐梳理
出了叶景吕本人和照片册背后的故事。叶景

吕（"&&"+")%&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成
长于大清“开放”口岸的福州，曾经留洋英国。
不普通的是：从 $*岁到 &&岁去世，在跨越了
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 %$年里，
他坚持不辍地每年都去照相馆拍摄一张个人
肖像，写就了一部个人影像的历史传奇。“观
我”肖像展首次以叶景吕一生所跨长达三个历
史时期之全部肖像为镜，折射出主人公为“我”
而存在，及其自尊、自爱、自省之人生态度。

62年坚持“观我” #叶景吕肖像志$

跨越三个历史时期陆康个展!首秀"

各界人士乐聚

! ! ! !本报讯 （记者 徐翌
晟）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
戴小华花多年写成的家族
回忆录《忽如归：历史激流
中的一个台湾家庭》，日前
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昨
天，该书发布会及研讨会
在上海作协举行。

戴小华原籍河北沧
州，生于中国台湾，现籍马
来西亚，《忽如归：历史激
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侧
重于 ")() 年从大陆迁居
台湾后的家人生活，记述
了特殊年代与特殊处境中
整个家庭的坎坷经历，既
是一部家族回忆录，也再
现了一段宏大历史。王蒙
称此书使其“重新认识了
一段历史”。
在上海作协主席王安

忆的印象中，戴小华十分
漂亮，“她说她被星探探过
两次，但都拒绝了。”看了
书后她才知道戴小华有这
样的家庭背景。

为了写这部书，戴小
华花费近 $# 年搜集整理
档案、报道、书信、当事人
访谈等资料，令叙述具有
“现身说法”的在场感。谈
到写作缘起时她表示：“母亲 ")))年过世
时，《忽如归》一直在我心中酝酿，可那时需
要完成两套文献工作，没有时间写。最关键的
是缅怀往事是最艰难的挑战。可是近 $#年
了，‘这段历史不能淹没’的声音一直在我耳
边响起，如果我不写出来身心就无法安顿。”
在评论家王纪人看来，非虚构文体与

艺术匠心的融合，使《忽如归》抵达了历史
的深度，成为折射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层面
意义的鲜活文本。评论家陈思和认为，《忽
如归》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写出了 $#世纪两
代中国人悲欢离合的历史。
将迁居台湾后的家人生活当作写作对

象，文艺理论家杨扬十分赞赏戴小华的勇
气和视野，“戴小华的文化视野相当开阔，
没有局限于家族恩怨，而是从中挖掘海外
华人对祖国深切的爱意。”中国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毛时安非常感慨于戴小华文字中表
现出的“痛感”：“这种痛感非常特殊，非常
淡，没有捶胸顿足但又是深入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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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巨链"""行星

三部曲#展览现场

# !如实曲径#表演现场

$ !情书#表演现场

! ! ! !随着闭幕展演《神曲—行星
絮语》结束，第十一届上海双年
展昨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落下帷幕。两年一次的邂
逅，最后三天，展馆之外等候入
场的队伍蜿蜒了几百米。

闭幕演出《神曲—行星絮
语》是由灯光艺术家萧丽河创作的
一部全新的装置剧场作品。这部作品
作为“理论剧院”项目的闭幕演出之一，在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首演，为上海双年展收
尾。在此之前，从先锋导演牟森设计的巨大的
幽闭容器内，可以看到类似火山爆发、混沌开
天、毁灭与闪回等 "#多件跨媒介的艺术装
置，让被卷入戏剧情境中的观众大呼神奇。
演出场地设置在本届展览最具看点的大

型展品《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之上。昨
晚的演出以灵动之“光”与其他创造者共同
“拼溶”于《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这件跨
媒介巨构中，引导观众完成“宇宙迷宫”之旅。

,-. 共有三大展览正在展出，分别是
“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可见!不可见：山
中一宏设计展”以及“余友涵”。周末，观众在
这座艺术的“发电厂”内享受着深度观展的
美好体验。
如果参观上海双年展还仅仅局限于欣赏

挂墙画，那就太落伍了。大厅中，迎面可见李
明维的作品《如实曲径》———一舞者循着自己
的内心游走于展厅中，扫拂着地面散落的谷
子。尽管会偶遇人流阻碍，然而舞者仍静默且
用心地演出着……

几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在大厅内行走，仿
佛在进行问卷调查，其实他们是在用提问的
方式“取经”，比如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恐
惧？用录音笔收集到不同的回答后，再改编成
剧本，作品的主题是“何不再问”。

,-.还为没来得及带孩子来观展的父母
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在展览结束前的

周末，邀请 '#组家庭来到 ,-.，来自上海市
第八中学和美国学校的 '位小小导览员扮成
“小蜜蜂”，带着大家循着自己设计的特别线
路参观双年展。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展由 /012媒体小组
任主策展人，主题“何不再问”既提出了一个
问题，又发出了一个号召，尽管并未给出标准
答案，但却能让观者保持对未知的渴求。策展
理念来源之一是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

主题展共有来自 (# 个国家的 )$ 位3组
艺术家参展，其中中国艺术家 $% 位4组，)$
个4组艺术家代表着 )$种可能性，他们不仅
讨论当下至关重要的命题，同时也指向未来。
/012媒体小组带领其策展团队，以“问题”来
穿针引线，带给观众巨大的惊喜。策展人代表
表示，艺术是一种“解药”，它提供了类似问题
的心灵解药，挑战了这个世界，让想象力与可
能性进入其中。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