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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起，上海红枫越剧团
在宜川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影视报告
厅（华阴路 "&&号）举办经典越剧折
子戏专场演出。!举办主体"宜川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

!第三届小幅中国画作品展

!"月 !日至 "'日在虹桥当代艺术
馆（仙霞路 (#&号）举办。!举办主

体"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松江区青年书法篆刻展即日
起至 !"月 !&日在松江美术馆二楼
展厅（三新北路 )&&弄泰晤士小镇
(&!号）举办。%举办主体"市书法家

协会&共青团松江区委$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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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知名画廊代表昨在本报召开发展与传播座谈会
上海现有三百多家稳定的画廊，还有上千家大小不等

的店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重要艺术品产业力量。如今，
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些什么问题？存在何种困惑？艺术收
藏爱好者有什么期望？昨天下午，经上海文广局牵线，十多
家沪上知名画廊代表聚集新民晚报社,参加上海画廊发展与
传播座谈会，共同探讨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经营者与藏
家、艺术品爱好者共赢、共享艺术乐趣这些热门话题。与会
画廊从业者希望通过主流与专业的舆论助力，提升画廊的
专业性和学术性，在上海营造更理想的艺术文化氛围。

! ! ! !昨天，上海越剧院的王派名旦
王志萍收下了一个特别的学
生———上戏附中高二学生傅薪洁。
!!年前，#岁的傅薪洁在张艺谋拍
摄的上海申博宣传片中演唱《茉莉
花》，感动了世界。不过很少有人知
道，这个小姑娘还是个越剧迷，前
几年更是迷上了越剧王派艺术，能

拜在王志萍门下，小姑娘很开心。

3岁学唱越剧
受家人的影响，傅薪洁 $岁时

就开始学唱越剧* 不过并没有专门
学哪个流派，一直到 "&&'年看了
王志萍和郑国凤合拍的越剧电影
经典版《红楼梦》后，才一下子迷上
了王派艺术。她先是想办法弄到了
王志萍的手机号，过节时给王志萍
发祝福短信，后来又找机会去后台
见到了王志萍，之后两人在微博、
微信上偶有互动。一直到主持人叶

惠贤出面“撮合”两人结为师生。

终引偶像关注
虽然收到过傅薪洁的短信，在

后台也见过面，网上还有些交流，
但王志萍一直没有太往心里去。所
以当叶贤惠提议她收下这个学生
时，王志萍一开始并没有同意。不
过从这之后，王志萍开始有意识地
关注起这个小姑娘。在微信的朋友
圈里，王志萍听到了傅薪洁上传的
各种唱段，“有时候隔天就发一段
唱上来。”王志萍也因此感受到了

傅薪洁“骨子里”对越剧的喜欢。

“空灵”来自学生
这阵子，王志萍正在普陀山打

造视觉舞台秀《观世音》，她把自己
唱的《心经》放在朋友圈里，没过几
天，发现傅薪洁也学唱了放在网
上。听了傅薪洁唱的《心经》后，王
志萍受到了启发，“她唱得比我空
灵一点，虽然是清唱，但乐感特别
强。”王志萍说自己第二次去录《心
经》时就稍微借鉴了一些傅薪洁的
唱法。 本报记者 王剑虹

越剧名旦王志萍昨收新徒

“申博女孩”遂拜师心愿

媒体助力 打造上海画廊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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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非常重要
画廊经营者们平日里业务交流

很少，除了一年一度的艺博会和春
季艺术沙龙等少量展会，画廊老板
能围坐谈心的机会很稀罕。煌杰画
廊老总高杰清认为，画廊还是一个
弱势群体行业。资本的体量跟不上
发展速度，做大画廊，需要画家、评
论家、媒体的共同努力，既需要对画
进行评论，也要做理论的研究和推
广工作，催熟市场交易，提升本土画
廊的文化气息。

奥赛画廊老板蔡彭城认为，“很
多人认为，画廊就是卖画的，我觉得
办画廊不仅仅是为赚钱，而是为了
艺术理想，发扬光大中国的艺术品。
我熟悉的画廊同行，都是有理想和
抱负的，也希望画廊发展得到政府
和媒体的支持。”大朴堂画廊老板
陈元坦言，画廊经常做画展，如果没
有媒体传播，知晓率低，几乎等于白
费功夫，画廊发展离不开媒体。“传
媒对画廊业很重要。画家和艺术评

论家、策展人、宣传人员、画廊经理、
拍卖人员、收藏家，只有这个产业链
上所有的人都有收益，这条产业链
才能良性发展。”艺术评论家&本报

记者林明杰指出，上海的画廊不是
不努力，但相比北京的活跃程度，艺
术信息交流没有那么通畅。本报采
编人员邀请画廊负责人喝茶聊天，
就是希望将上海画廊的艺术氛围营
造得更浓些，让媒体听到画廊的呼
声，这对打造上海画廊的生态链有
益处。大环境势必影响到每一家画
廊的生存。而如何凝聚画廊的声音，
这是媒体需要思考的。

布展价格不菲
香格纳画廊高级经理朱海娅感

叹说，制作高品质的展览花费不菲，
免费向公众开放，有时公众宁可花
钱去看一场烂片，也不愿来免费看
一场高质量的展览，这太遗憾了。画
廊不需要媒体定论展览好还是不
好，而是要让人家有兴趣来参观。艺
术的推广普及工作要依靠媒体。

上海大剧院画廊媒体经理陈嵋提
到，可以建立不定期的画廊业聚会，
让画廊多点沟通是好事，也可以设
置论坛和讲座，画廊经营者都有各
自熟悉的板块，媒体找到新闻点去
报道，也是一种梳理。

东方网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朵云轩文化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琪提到，网络媒体已
投入艺术品收藏、展示和拍卖领域
了，东方网利用东方文创网、东方艺
展网等窗口，将画廊和画展的活动
信息公布于众。

杰'画廊老板宋云强说，沪上画
廊业的发展历史差不多有 $&年，操
持画廊的故事个个精彩，艺术品市
场也开始讲故事了，媒体更要讲故
事。香江画廊总经理张君兰提到，画
廊开设的成本很高，店铺租金贵，她
期待媒体能够整合传播资源，增加
对画展和画廊的关注。

如何扬长避短
如今，很多画廊不满足于新闻

“豆腐干”报道，有画廊业主为画家
打抱不平：为什么影视明星离婚结
婚能占个头条，画了一辈子的老画
家开个作品回顾展，只能落得小篇
幅的报道？

奥赛画廊老板蔡彭城认为，作
为画廊的经营者，期望上海媒体深
入挖掘海派艺术的文化资源。在他
看来，论资历和作品，刘海粟、林风
眠等大师都是受到历史承认的，但
在市场上的表现却甚至不及某些当
代艺术，这值得反思。蔡彭城并不讳
言，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面是强项，但
在选择艺术家、包装艺术家的眼光
方面存在短处，而这恰恰是画廊的
长处。媒体和画廊如何同时扬长避
短？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海春季艺术沙龙董事长张军

说，传媒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纸媒对
画展和画廊的关注，可以提振收藏
群体的信心，但流于形式的新闻报
道，对画廊成长而言功效并不大。他
也在设想，媒体能够凝聚力量，在上
海各家画廊里选择合适的作品，梳

理出某些板块，再进行宣传和推广。
“上海的画廊可以多多聚在一起，为
市民百姓选出可读可看的内容”。
与会的画廊从业者都认可新民

晚报在广大读者群中的影响力，希
望晚报呈现出来的艺术内容，不要
被其他讯息淹没。上海敬华文化艺
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峰认为，
新民晚报作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
纸，应该担负艺术欣赏与引导的责
任。“希望晚报系统化地介绍各大艺
术门类，梳理散藏在各大画廊里的
珍品。”余峰希望，策展的时候，晚报
等媒体的介入节点能够前移一些，
不要等到第二天画展开展了才进行
报道。华府艺术空间艺术管理殷俊
洁提出，在北京，一些艺术杂志已经
把握了艺术圈的话语权，甚至影响
着藏家的收藏方向，相比而言，上海
的画廊和媒体更稳健些。新民晚报
这样的媒体一定要有服务性，吸引
更多人走近艺术。“展讯是面，展览
是线，作品是点，点线面要结合在一
起”。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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