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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情绪有余!大表达缺位!

这是评论家们在参观展览感触

颇深的一点! 题材的视野和纬

度!继承了本土艺术海纳百川百

花齐放的传统!目力所及的作品

不会单调重复"对世界的认知有

深度!但作为艺术表达!很难让

观者感受到艺术家的情感共振#

对时代$对生存环境的感知还是

缺乏发自内心的烈度#

这恐怕在看本土 !"后艺

术作品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收

藏机构$ 国立或民营的美术馆

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崛起!展

览平台接连不断! 上海已经为

新一代的艺术家打开了聚光

灯! 上海的 !"后 #"后艺术家

是否做好了接力的准备! 是否

有雄心和使命感! 成为中国艺

术力量的中坚% 时不我待#

乐梦融

! ! ! !本报讯 新年伊始，“第八届上海老年迎春水彩
画展”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全华水
彩艺术馆展出，共有作品 $&余幅。
虽已桑榆之晚，但凭着对水彩艺术的热爱与执

着，上海老年大学九九水彩画学会的朋友们舞动丹
青、挥洒逸兴，用水彩语言表达对人生观、自然界、
身边的事物的讴歌，充分反映了老人们的生活态度
和精神面貌。
在这里，每一幅作品都昭示了老年水彩画爱好

者对美的追求和人生的思索。在点、线、面的节奏
中，在七彩流光的韵律中他们用水和彩将美好的生
活表达得淋漓尽致，并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每年一届的老年迎春水彩画展已成为老年水
彩画爱好者生活中一个重要里程，在作品的展示中
得到更多的是切磋、交流和提高，其学之乐趣也盎
然。同时，通过老年水彩画作的展出也推动了老年
大学的水彩画普及教育并得到了丰硕的教育成
果。 （陶杏声）

上海老年迎春水彩画展开幕

表演下基层
联欢鼓干劲
! ! ! !上海!红色文艺轻骑兵"

冬日里送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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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原以为 $&后还是以前的卡
通爱好者，但观展后发现，$&后在艺
术上已有了自己成熟的想法，有些作
品还体现了一种生存状态。”评论家
汪涤说。他认为，作为独生子女的一
代，$&后画家更多地在日常生活状
态中，表现了个人的情绪。他们关心
的不是宏大的东西，而是自己的私生
活、小情绪。这是优势，也是劣势。评
论家李诗文指出，$& 后在作品语言
上过于局限、过于精致，注重微观叙
事，太突出视觉上的观感，这是不够
自信的表现。
面对评论家们对微观化、精致化

的质疑，有 $&后艺术家道出了自己
的苦衷，$&后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我没有大的空间，怎么把握大的尺
幅，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如果有
!&&平方米的画室，就可以创作大尺

幅作品，但我连 !&平方米的工作室
都没有，这导致我的作品越来越小巧
与精致。”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
长、评论家傅军说，$& 后艺术家群
体没有思想与历史的包袱，但有沉
重的现实压力，他们与市场相近，
与当代艺术相契。环境的变化与经
济压力的急剧增大，使他们在艺术
创作的自由度、学习、展示机会、发
展机遇上都深受影响，“在这样一
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里，发出自己的
声音并被最广大的人群听见而且得
到认同，可能要付出比他们的师辈
们更多的努力，这些年轻艺术家正
面临着如何协调经济、生活压力与
在艺术行业内获得持续成长之间的
矛盾。”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眼下# 上海美术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 上海美术人

才的梯队建设也呈现出健康发

展的良好态势$ 一大批上世纪

!"年代出生的青年艺术家正

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 逐渐成

为中国美术承上启下的重要力

量$近日#!海上 !"%%%上海青

年艺术家作品邀请展&第二站"

在普陀区文化馆举行# 展览遴

选 #"余位 !"后艺术家的近

$%件作品# 被视为上海 !"后

艺术家一次阵容齐整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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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持续跌破冰点的日子，上海
“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送温暖行动遍
布申城。
仅在上周末的冰点之夜，这样的小

分队不下三支，在徐汇滨江建设工地、
曹家渡街道，为工人、为垃圾分类志愿
者奉上一台台联欢会。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做新时

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由沪上群文工作
者、国有院团、民营演出团体等
组成的多支“红色文艺轻骑兵”
队伍近期步履不停，开展慰问演
出和文化惠民活动总计将超过
!&&场。

市民在这一场场文化盛宴
中感受浓厚的情意，“轻骑兵”们
也从走基层中获得更多的创作
灵感。

演出温暖人心
日前，上海市公安边防总队

青草沙边防派出所的食堂内喜
气洋洋、热气腾腾。上海“红色文
艺轻骑兵”为这些冒着低温守护
水库的卫士提前送上了一份文

化年货。在互动默剧中，平时严肃的小
战士马鸣洋展现出调皮搞笑的一面，夸
张地学着剧中演员的肢体动作，大幅度
地扭腰、歪歪斜斜地弹跳，惹得台下的
战友们哄堂大笑……
在宝山区文化馆内，一部聚焦淞沪

会战的综艺纪实评话《抗日英烈姚子
青》激发出年轻观众深沉的家国情怀。
观演后，宝山实验学校的初二学生曹泽
的眼眶似乎有点红。“我的泪点算是比
较高了，但是还是有点……”

深入乡村社区
这样的“红色”文化暖流涌动在申

城的各个角落。近期，由沪上群文工作
者、国有院团、民营演出团体等组成的
多支上海“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步履
不停，深入乡村、社区、工地、校园、军营
等地开展慰问演出和文化惠民活动总
计将超过 !&&场。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萧烨璎指

出：“如今文化进社区已经比较普遍，我
们这一次把重点放在这种文化资源很
少，文艺工作者几乎很少去的地方，去
慰问社会工作者。”于是，群艺馆牵头，
由 '家有质量、有特点、有影响力、小型
灵活的“轻骑兵”团队正陆续完成 #'场
示范性专题配送。接下来，依托各区市
民文化节平台，结合区域特点展开 #%'

场遍布全市的基层配送。

获得创作源泉
《抗日英烈姚子青》的导演李慧懿

介绍，这部剧去年在宝山淞沪抗战纪念
馆室外进行露天演出，而这次是经过调
整后的首次亮相。“我们特别期待观众
的反应以及他们的建议，因为这部剧只
有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才算成功。我们
公共文化工作者就是为大众服务的。”
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指出，如今

这些活跃的上海“红色文艺
轻骑兵”广受欢迎展现出了
广大群众对于文化的迫切

需求，大都市同样需
要这些“乌兰牧骑”，
而这样轻便的方式

打造了一种新
作品、好作品
抵达基层的
“绿色通道”。
此外，扎根基
层也让更多的
文化工作者了
解群众的喜好
与诉求，并且
从百姓的身上

获得最接地气的
创作能量。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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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兵

" 红色轻骑兵进警营交

流非遗作品制作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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