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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关注

艺术随笔

2019艺术北京关注本土市场

在井冈山看《我的红军哥》

日前，写生期间有机会在革
命圣地井冈山观看了一场新近
公演的话剧， 这是一出六场五
幕70分钟的小剧场话剧， 剧名
叫《我的红军哥》。该剧以 90年
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
为历史背景， 以男主人公 20多
岁的红军战士小刘和女主人公
十七、 八岁的井冈山村妹子小
华， 在井冈山斗争的大环境中
的革命经历和心路历程， 以及
朦胧的爱情萌芽以小刘的牺牲
而断送， 又以小华参加红军走
上长征之路而剧终。 全剧由武
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
权的主线贯穿其中， 险境反衬
温情，矛盾呼应冲突，深刻揭示
出井冈山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模式。
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
终不渝的革命信念，没有成千上
万先烈的英勇牺牲，就没有井冈
山革命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
国革命武装夺取全国的胜利。这
正是话剧《我的红军哥》表现的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所在。
《我的红军哥》人物典型，性格

生动，剧情真实，表演扎实，语言厚
实，台风朴实，全剧演出“一棵菜”，
剧场效果甚佳。这部“用心、走心”
的小舞台话剧，开创了井冈山小剧
场话剧的先河，为井冈山演出市场
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更为井冈
山红色文化培训和革命传统教育
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 因此，该
剧当之无愧地荣获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中国文联“曹禺剧本奖”。
这个剧本由国家一级编剧、曾获得
多项全国戏剧大奖的著名剧作家
罗日铣编剧。难能可贵的是，参加
演出的50多位演员全部是井冈山
干部教育学院的老师，占用每天下
班后晚上业余时间登台奉献，部分
群众演员邀请参训学员和茨坪本
地居民票友客串。他们中间不乏先
辈当年就是红军或赤卫队员。演员
们用真情实感，满怀激情，动人表
演，倾情演绎，引人入胜，令观众身
临其境，产生共鸣，全场幕幕掌声
雷动。

该剧舞台美术设计简而不
陋，大而不空，场景讲究，道具少
而精，服装素而雅，人物化妆造型
淡而美而真。 全剧六场五幕不闭
幕换景，过渡自然流畅，灯光舞美
运用现代声光电、 数字大屏幕等
舞美技术手段取得较好效果。全
剧尾声时，女主角小华参加红军，
天幕上井冈山满山遍野杜鹃花盛
开，如火如荼，用革命浪漫主义的
手法烘托全剧高潮，星星之火，已
经燎原。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充分利
用引言、旁白、画外音和字幕，烘
托气氛的同时叙述历史背景，切
光换幕时承上启下。剧终闭幕时
悠远绵长的红色乐章伴着大段
字幕和低沉浑厚的旁白，起到了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艺术
效果。

感谢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的
老师们让我们能在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实地观赏到这部精彩的话剧
《我的红军哥》。

（作者系中国美协、摄协会员）

·说画儿·

罗旺山收徒传播齐派艺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3月24日，齐白石绘
画传人罗旺山收贾正泽为入室弟子活动仪式在石家

庄市隆重举行。仪式按照严谨的传统礼仪举行，徒弟

以尊照中国传统的方式行拜师礼，师徒互赠信物和

礼物。罗旺山表示，力争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展

继承齐白石艺术再接再厉，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再立新功。

原河北省文化厅厅长李九元，河北省委统战部

原常务部长许毅，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言。中国

台湾嘉华国际艺术公司总裁廖锦恒发来贺信。书画

家收藏家近百人到场亲自见证。

北京荣宝四季拍卖本月28日举槌

北京商报讯（记者 徐磊）北京荣宝四季艺术品
拍卖会·第3期将于4月26日-27日预展，4月28日举

槌拍卖，展拍地点均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本期拍卖

将汇集中国书画、瓷器、鸡血石、养生品等重要门类

1800余件拍品。北京荣宝与诸多艺术家联手共同成

立“荣益基金会”，并首次推出“公益拍卖专场·张锡

庚”，此专场除去佣金收益的50%将悉数捐赠给北京

扶老助残基金会。在此次拍卖中，中国书画专场精品

云集，李可染《桥亭听泉图》估价300万-500万元，为

日本对华友好人士菅沼不二男旧藏，经李可染夫人

邹佩珠先生鉴定为真迹。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4月8日，“盛世华诞
丹青华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书

画展”在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此次书画

展共展出葛秀森、顾玉旺、何兰华、彭月芳、王春林、

王叙祥六位艺术家的50余幅书画作品，讴歌伟大的

祖国和时代。这是山水丹青继去年创办的40多场“丝

韵丹青”品牌展览之后，又特别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而专门创建的展览品牌。

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理事长崔恩卿表示：“此

次联展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展览活动的

第二场，是世界邮票上的中国艺术家又一次向世界

展现了魅力无穷的中华文化。我们将在2019年继续

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场展览，支持和帮助更多的艺

术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名家群展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4月9日，2019艺术北京博览

会媒体见面会在北京新国贸饭店

举行，会上揭晓了即将到来的第

十四届艺术北京的新内容。

作为13岁的老牌艺博会创始

人的董梦阳，在媒体见面会致辞

中首先表明了对当下艺术市场的

应对，“与诸多画廊及相关机构共

荣共损”，“携手打造艺术市场发

展的良性生态圈，不盲目追随国

际艺术市场发展脚步”。

对于市场调整阶段中艺术北

京的目标，董梦阳表示：“目前国

内艺术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提供

的艺术品与需求之间产生了些许

错位。需求在当前的经济周期内

变得更为专业、理性、多元化。艺

术北京坚持艺术博览会专业性的

同时，从本土市场需求出发，致力

为中国艺术品消费者提供更丰

富、更有层次、体现东方精神的高

质量作品。”

据了解，逆市中的艺术北京

依然在扩容与升级。此次活动遴

选了20个国家的190个参展机构，

与去年的160家相比，增加了30

家；展场划分中，经典北京和艺术

北京板块合二为一，在同一个场

馆和平台上展出；设计北京在原

来1、3号馆的基础上，扩充了5号

馆。与去年不变的是，今年艺术北

京的基调依然是拒绝天价的艺术

消费品，延续了董梦阳屡屡强调

的大众化路线与打造艺术消费市

场的理念：“我不希望艺术北京是

个天价、高端的市场，而是能够让

更多的人触摸的市场，艺术的首

要功能还是审美。”

与艺术市场中层出不穷的

交易数字相比，董梦阳更看重的

是新一届艺术北京是否有更多

的参观人流量：“拍卖领域总是

汇集了各种天文数字，而一级市

场是很难统计的。从艺术北京的

门票、参观人次来看，是有越来

越多的人需要艺术了，这一点上

便能够体现大众美育的进步。”

董梦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作为艺术北京的联合创始人

之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

媒体见面会上介绍，2019艺术北

京将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共同

推出“版画的魅力”提名展览，专

题展由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

院长、版画系主任王华祥提名近

30位活跃的艺术家，呈现其近期

创作原创版画作品。“这几年版画

和有限印刷是艺术走进家庭的最

主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再提高

价值和收藏性，会引来更多人的

关注。”

在今年的媒体见面会上，“多

元”也成为关键词。在赵力看来，

当下全球博览会进入到了一个新

时代，而艺术北京属于多元化、综

合性的一类：“当下有大型跨洲际

的博览会，如巴塞尔，还有博览会

立足于新艺术和新门类，第三种

方向是综合性的博览会。很早之

前有业界人士指出，期望中国的

博览会是一种综合性的博览会。

从2009年开始，艺术北京从早先

的经典板块走出，新增了影像、

设计等多个维度。多年来，艺术

北京现在已经成为更综合性的

博览会。”

在模块设置与藏家资源汇聚

上，2019艺术北京也更为丰富。据

董梦阳介绍，“从甄选参展画廊，

审核作品阶段就充分考虑到当下

艺术市场需求的变化，根据艺术

品风格做出区块划分，使展览的

层次更加丰富、多元化”。董梦阳

透露，今年的艺术北京并不仅仅

整合艺术圈内的机构资源，而是

更具备社会层面的资源汇聚。

艺术北京子品牌“设计北

京”今年的规模也更大。据了解，

在延续去年的1、3号馆的基础

上，扩充了5号馆，展出规模增至

8000平方米。

设计北京执行总监李东妊表

示，在当下艺术与艺术市场的变

革期，设计北京不断调整自身的

规划和业态，从衣、食、住、行多个

角度展现设计在当代生活中的创

造力，期待与艺术北京共同呈现

北京初夏规模最大、内容最多元

的设计展览。

据了解，今年的艺术北京将

于4月30日开启VIP预展，5月1

日-3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

面向公众开放。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

王石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3月30日，一条10米
长的巨型中华鲟玩偶被70位衣着时尚的年画大头

娃娃抬到了北京798艺术区包豪斯广场并被放置在

广场的中心。

这是艺术家奇迹发起的以“保护长江母亲河，

拯救中华鲟！”为主题的公益时尚艺术活动，她希望

以时尚与波普艺术的形式呼吁公众参与关注生态

环境保护。这条巨型中华鲟玩偶由奇迹与亲友耗时

20天设计缝制。奇迹说，“中华鲟”生在长江，长在海

里，万里归家，被称为“最恋家的鱼”，希望用艺术和

时尚的方式为祖国做一些美丽的事情。

据悉，奇迹于2016年开始在意大利发起的中国

波普艺术项目BOOMCHACHA嘣叉叉，视觉形象

源于中国传统民俗———春节秧歌社火大头娃娃，旨

在向全世界传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

巨型中华鲟玩偶亮相北京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