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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赏画又消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辽宁美术馆门前熙熙攘
攘。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不少年轻人走进美术馆，
开启一场与艺术的对话。辽宁美术馆自 6 月 10 日起
开放夏季夜场，将开馆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

“没有想到晚上也可以到美术馆看展览。”艺术
爱好者周女士说。6月21日晚，她来到辽宁美术馆观
看“丹青历痕——冯远艺术展”。水墨丹青在柔和的
灯光下，呈现出一种别致的韵味。“晚上看展的感觉
跟白天不太一样。晚上增添了一种神秘感，更安
静，也更美妙。这种体验很特别。”周女士说。

同样有夜场观展经历的，还有杭州市民方先
生。今年上半年，在浙江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举办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引发观展热潮，
门票早早被预订一空。为满足观众需求，主办方推
出了周末夜场。“夜场加得好！终于有机会看到宋画
真迹了。”方先生说，之前他就想带孩子来看画，奈
何展览太火了，工作日没时间，周末又没票。好在
开放了夜场，方先生立马预约订票，带着孩子前来
感受宋韵魅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美术展览馆尝试开放夜场，
受到观众欢迎。比如上半年的现象级展览——上海
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
藏展”，不仅夜场火爆，展览闭幕日还推出了24小时
全天开放的“今夜无眠·上博十二时辰艺术嘉年华”
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

在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魏祥奇看来，开放夜场
是美术馆不断满足大众需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的一种表现。“开放夜场不仅能有效地缓解观众流
量压力，让很多白天工作繁忙的人有更多机会走进
美术馆，还能带给大家更有趣的观展体验，体现了
美术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贴心与担当。”他说，夜
经济是近年来中国都市文化发展的新业态，比如晚
上看电影、看演出、逛书店等，美术馆开放夜场也
是顺应这一需求。

因夏天昼长夜短，人们有更多的活动时间。美
术馆大多选择在夏季推出展览夜场。事实上，国外
很多美术馆有根据昼夜时间差调整开放时间的传
统，开放时间分为夏令时和冬令时，目的是方便和
吸引更多观众来美术馆。魏祥奇说：“在夏季延长开
放时间值得称赞，观众不仅可以享受文化大餐，还
能消暑纳凉，可谓便民之举。”

夜场活动丰富

听策展人详细讲述陈之佛的设计艺术和绘画风
格，赏古琴、洞箫演奏的 《平沙落雁》《醉渔唱晚》

《渔樵问答》 ……6 月，广东省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举办了一场以“仲夏轻音·古琴雅集”为主题的“美
术馆之夜”活动。150余位观众相聚美术馆，度过了
一个与艺术同行的夜晚。“看国画、听雅乐，真正感
受到了中国人传统的浪漫，这个夜晚特别美好。”参
加活动的李女士说。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四川省成都市
美术馆举办了首个以“心怀童趣，所遇皆艺术”为
主题的儿童美术馆之夜。讲解员带领大家沉浸式畅
游展览，观众争相参与艺术闯关有奖问答，多场体
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邂逅艺术之美，儿童电影《熊
出没·伴我“熊芯”》在美术馆放映厅惊喜“上线”，大
小观众手牵手进行儿童舞蹈快闪表演……多种艺术
形式与童趣在美术馆相遇。成都市民刘先生说：“从
来没想过在美术馆里跳舞。现场气氛很热烈，让我
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动起来了。”

美术馆夜场不仅仅只是开放时间的延长。许多
美术馆经过精心策划，推出了有别于日间参观的独
特内容，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世界。比如较早推出
夜场的中华艺术宫，就以“艺术宫之夜”探索音
乐、绘画艺术相互交融的艺术体验；程十发美术馆
在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发起了“夜游看
展”的活动。

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认为，举办“美术馆
之夜”活动，是美术馆探索如何拉近大众与艺术之
间距离的一种新形式、新路径。“美术馆不仅是一个
观看展览的地方，还应该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场
所，通过导览、讲座、夜场等多元丰富的活动形
式，将美育带到现代城市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他说。

策划精亮点多

美术馆开夜场，除了延长开馆时间，还涉及相
应的安检、安保、展厅服务，包括基本的水电支出
和人力保障。这些都需要美术馆进行综合考量。

当前，美术馆开放夜场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
有重要展览时以及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推出，比如传
统节日、国际博物馆日等。“国内美术馆基本都是
日常开放，夜场多是临时性的。”魏祥奇认为，一些
广受追捧的展览，尤其是难得的特展、精品展，是
适合开放夜场的，但常态化开放夜场目前并不需
要。“常态化开放夜场必然会大幅增加美术馆的运
营成本，如果缺乏优质内容的支撑，不能吸引观众
广泛参与，将难以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
衡。”他说。

正因为非常态化，美术馆夜场更加需要明确定
位，精心策划，突出亮点，推出与展览主题相得益
彰的活动。同时，美术馆还需要规划合理的公共空
间，为“夜游”美术馆的观众提供好餐饮、休息服
务，让观众获得舒心的观展体验。

比如中国美术馆的品牌项目“中国美术馆之
夜”，多与外事活动相关，通过文艺演出与展览欣
赏，沟通感情，增进了解。中国美术馆举办“美美
与共”“文明互鉴”等国际藏品展，邀请在京驻华使
领馆嘉宾于展览期间参加“中国美术馆之夜”。相关
工作人员透露，活动不仅需要协调形式多样的开场
表演，还需要配备外语专员进行翻译和导赏，在展
览前期设计上，展厅文字至少需要中英双语。因
此，“中国美术馆之夜”活动一般在有精品展和特展
时举办，普通展览并不会开设夜场。

魏祥奇说：“开放夜场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观
众，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策划举办更好的
展览是基础。这样才能吸引更多观众有意愿走进美
术馆。”

本报电 （记者赖睿） 日前，由广州雕塑院
主办的“曼谷的夏天——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
曼谷站”在泰国曼谷拉玛八世王公园举办。展
览展出中国雕塑家、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州
雕塑院院长许鸿飞的 9件雕塑作品，包括 《吻》

《粤韵悠悠》《二重奏》《新宠》《童趣》《迎风》
《雨打芭蕉》以及2023癸卯兔年贺岁作品《玉兔
送福》 等。许鸿飞专门为本次展览创作的泰国
风情雕塑 《肥娜丽莎》 首次亮相。憨态可掬的

“肥女”换上泰北传统服装，手持清迈传统手工
油纸伞，款款走来，尽显温婉优雅。

展览现场，泰国的男女老少都被“肥女”的
欢乐自信所感染，纷纷在雕塑前合影留念。许
鸿飞表示，泰国曼谷与岭南有着某种契合点，
比如相似的气候，“‘肥女’作为文化使者，她们
对身体自信，对生活热情，拥有挥洒自如的率

性。相信这些特质也可以融入泰国。”他说。
在许鸿飞看来，本次展览不仅丰富了中泰

两国文化艺术交流，也拉 近了两国人民的距
离。他说：“我的世界巡展往往选址在人流密集
的户外，这次在曼谷也不例外。希望能用雕塑
这一世界共通的艺术语言，为泰国民众带来

‘肥女’的欢笑，将中国故事、岭南故事娓娓
道来，让不同语言的人在艺术作品中互动、
对话。”

据悉，本次展览是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的
第 48 站。2013 年 6 月，许鸿飞在澳大利亚悉尼
开启了个人雕塑世界巡展的海外首站。以此为
起点，许鸿飞与“肥女”系列雕塑走进近 20个
国家和地区的 30余座城市，用充满爱和欢乐的
雕塑与世界互动，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广东
打开了一扇生动、亲切的窗口。

1953 年，由文化部主办的新中国
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
规模宏大，品类丰富，影响深远。

时 隔 70 年 ， 一 场 名 为 “ 致 敬
1953：馆藏‘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
览会’作品选粹”的展览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举办。展品的基础与学术
脉络均源于 1953 年“全国民间美术工
艺品展览会”。

1953 年是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发
展的关键之年。为筹备“全国民间美
术工艺品展览会”，文化部组织了全国
工艺美术调查。为筹建新中国第一所
工艺美术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其前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实用美术系从杭州北上，并入中央美
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师生骨干参与筹备展览。展览促进了
教材出版、师资培养、文化交流，部分展品划拨给中央美
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助力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2016年，这批展品与学院的其他实物收
藏一起转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本次展览梳理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千余件（套）
“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展品，包括陶瓷、漆器、织
绣印染、金属工艺、编织、雕塑、年画、玩具等门类，加
之展览说明书、明信片、纪念章及张光宇的设计图、图书
文献和研究图表等，共展出约200件 （套） 藏品。青瓷白菜
图盘、“福禄寿喜”挑花围嘴、景泰蓝和平鸽纹盘……展品
既有造型雅致、工艺精湛的民间收藏或组织选送的作品，
也有造型朴拙、聚焦生活日用、从民间市集收购的产品。
这些展品呈现出一种共性：创作者热爱生活，观察入微，
充分掌握材料与工具的特性；作品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与鲜
活的生命力，体现了健康优美的民族特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策展人郭秋惠
说，展览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的历史脉络与审美风
尚，梳理了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手工与机器并存、工艺
与实用相融的发展之路。

“观众可能会觉得很多展品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因为
当年的很多工艺形制、配色、图案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到，
亲切在于很多工艺类型如今还在传承发展。”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展览总策划杜鹏飞表示，希望展览能
够为复兴传统文化、振兴传统工艺、促进工艺美术教育发
展与学科建设，提供一种温故知新的视角。

本报电（杨一凡） 第二十届中国嵊州国际书法朝圣活动日
前在浙江省嵊州市举办。众多书法、诗词爱好者展开创作交
流，传承弘扬书法艺术。

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东晋永和十一年，他携妻带子，遍
游东南山水，来到嵊州金庭，安居于此。他的 《十七帖》 等许
多名帖都是在嵊州金庭所作。嵊州还是王羲之书法启蒙老师卫
夫人的隐居之地，其 《笔阵图》 开创书论的先河。有此“一师
一圣”，嵊州与书法结下深厚缘分。历代名流雅士纷至沓来，留
下了许多诗篇。

嵊州市自2004年以来每年举办书法朝圣活动，今年已是第
二十届。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书画界人士也慕
名前来参加。今年活动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
兼秘书长陈振濂和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书协主席赵雁君等数十
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围绕书圣风采、清廉文化、金庭山水
等主题创作，以笔会友。此外，“问道金庭”浙江省中国书协会
员优秀作品展、第一届“金庭风韵”国际书法篆刻展同步推
出，王羲之艺术馆也揭牌开馆。

本报电（记者龚仕建）“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日前在
陕西延安文艺纪念馆举办。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主办，展出原创木刻版
画200余件，涵盖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木刻等多种形式。
这些作品立足当代生活，在回望延安精神的同时发扬现实主义
创作传统，是弘扬新时代审美风尚的创作成果。

延安木刻艺术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辉煌篇章。当日，延安
版画艺术中心正式启用。中国美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
艺志愿服务实践点也落户延安象鼻子湾村。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以原鲁艺木刻工场为基础，新建、翻新
窑洞、瓦房，设立版画工坊、艺术家工作室、展览室、研学体
验区以及配套食宿后勤等功能区。该中心旨在发挥延安文艺精
神发源地教育功能，深入挖掘整理继承延安革命文艺、木刻版
画艺术传统，同时探索建立文艺工作者常态化“深扎”机制，
促进当代版画艺术创作。

“夜游”美术馆真美妙！
本报记者 赖 睿

仲夏时节，人们的夜生活

越发丰富多彩。一些美术馆尝

试增设夜场，为观众带来特别

的观赏体验，成为文化夜生活

中的一抹亮色。

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举办

中国嵊州国际书法朝圣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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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鸿飞雕塑走进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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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月美术馆“仲夏轻音·古琴雅集”美
术馆之夜现场

（图片来自关山月美术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