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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景德镇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的“春秋大集”
上，一只造型精美的陶瓷茶壶吸引了记者目光：
壶身正面绘着繁密的叶片，红色果实点缀其
间，壶盖上一只衔着枝条的雨燕栩栩如生，仿
佛正朝人迎面飞来。

“这是我工作室院子里的樱桃树。”西班牙陶
艺家乔曼小心地捧起茶壶，讲述这件作品背后
的设计理念，“这棵樱桃树枝叶茂密，象征着大
自然的生生不息；那只燕子象征着我自己，一
个在中国生活的西班牙人。”

乔曼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已经长期
从事陶瓷绘画相关创作。“我的艺术创作深深地
植根于传统文化，我需要了解陶瓷起源及其发
展演变的历史，因此来景德镇是自然而然的
事。”2022年，乔曼决定在景德镇定居，继续研
究瓷上绘画技艺，在这座有着2000多年制瓷史
的城市追逐梦想。

在景德镇，乔曼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
人，他们尝试为传统陶瓷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瓷器展现天马行空的创意。“丰富的历史文
化积淀是陶瓷艺术创新发展的基础。”乔曼说，
传统与现代在景德镇相互交融，有利于激发艺
术家的创作灵感。

在乔曼的作品中，青花瓷的蓝与红色釉彩

相互碰撞。“我的许多想法和创意来自西班牙传
统文化，慢慢地我意识到其中某些艺术元素可
能起源于景德镇，我希望能把中国和西班牙传
统文化相互融合，在创作中展现出来。”乔曼
说，正如历史上的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将陶
瓷运往欧洲，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追随古
人，努力架起一座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泥土是非常强大的媒介”

“过去我经常搬家，完全没想到会在景德镇
定居。”法国陶艺家开弥曾经辗转瑞士、荷兰、
英国等地学习陶瓷，最终“漂”来了景德镇，在
这里一待就是 8 年。从孑然一身到拥有两间工
作室，从语言不通到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
爱上了吃辣条、热水泡脚，开弥在景德镇找到
了归属感。

11岁时，开弥在一门手工课上感受到玩泥
巴的乐趣，捏制出各种动物形象。“泥土是非常
强大的媒介，可以让我感知自己与周围的世
界。”开弥发现，捏制泥塑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即
时看到效果，在学习捏泥的过程中反复试错，
能够让她保持专注，这是她最初选择以陶瓷为
创作介质的重要原因。

通过访学活动，开弥第一次来到景德镇，
在这里她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制瓷材料与完整技
艺。“景德镇保存着古老工艺和历史积淀，有令
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
后，开弥就来到景德镇常驻，在她看来，跟制
瓷师傅们学技艺、谈合作是非常有趣的事。

在创作《水浒传》人物雕塑时，开弥试图以
青花工艺在武松身上绘制丘比特之箭等西方文

化元素，并为武松戴上一顶
鸭舌帽，这让两位老师傅有
些哭笑不得。“我们之间既有
文化差异 又 有 年 龄 代 沟 ，
起 初 他 们 不 认 可 我 的 想
法。虽然我们对艺术有不
同的理解，但他们最终还
是尊重我的表达。”开弥认
为，景德镇是一座开放包容
的城市，她很享受与这些技
艺精湛的人共同创作。

来自美国的 90 后艺术
家 丹 尼 斯·内 马 克 同 样 因

“泥”结缘景德镇。2013 年，
热爱陶瓷艺术的内马克在景
德镇市郊的三宝村短暂居
住，体验制陶，被村子里的
老式宅院和陶瓷作坊深深吸
引。2 年后，他进入景德镇
陶瓷大学学习，给自己起名
为“泥的明”，意为“玩泥巴的
小明”。

“景德镇的制瓷产业非常成熟，可以很方便
地买到各种陶瓷原料，还有心灵手巧的师傅帮
助我们实现各种创意和想法。”泥的明告诉记
者，由于从小生活在纽约的海边，他对海洋、
森林等元素情有独钟。在景德镇，他创作出海
浪纹饰的瓷盘、珊瑚形状的茶壶等物件，希望
通过陶瓷作品呼吁人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据统计，像泥的明这样慕名前来景德镇工
作、生活的“洋景漂”在高峰时期已超过 5000
人，其中不乏国际知名陶艺家和资深学者。景
德镇还与美、英、法、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
3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留学生提供前往
中国学习陶瓷知识的机会，以瓷为媒，增进中
外陶瓷文化交流。

“走出去，再回来”

在工作室里，开弥喜欢喝茶、熏香、看《红
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之余，她常常骑着
摩托车在景德镇街头兜风，路过早餐店时还会
买一份油条包麻糍。在许多熟识她的景德镇人
眼中，这个法国姑娘并非“漂”在这里，而是一
位“新景人”。

“有时我也会到中国其他地方走走看看，了
解不同地区的陶瓷文化特色。”开弥告诉记者，
她与福建德化等地的陶瓷从业者有过交流。作
为长期生活在景德镇的陶艺家，开弥也向其他
同行介绍景德镇的制瓷技艺与创作环境，“这里
拥有全世界最完备的手工制瓷体系，每种工艺
都有能工巧匠，他们常常用尽一生来钻研一件
事。”开弥说。

“集市结束后，我要到河南去看钧瓷！”提起
之后的行程，乔曼显得有些兴奋，他希望增进
对中国陶瓷艺术的理解，尽可能多看不同类型
的瓷器。“在西班牙，东西海岸的陶瓷可能非常
相似，但在中国，不同省份可能产出风格完全
不同的瓷器。但我看完还是要回到景德镇，毕
竟我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乔曼笑着说。

同为“新景人”，泥的明则打算换个地方寻找
灵感，创作大型的陶瓷作品。“我不想去太大的
城市，还是要找一个像景德镇一样小小的、宜
居的地方。”泥的明说，在景德镇生活期间，工
作室附近的村民基本都认识他，这里独特的艺
术气息与淳朴的风土人情对他影响很深。“或许
我还会回来。”

陶瓷文化既是洋面孔向往景德镇的“因”，又
是吸引他们扎根于此的“果”。为了让更多“洋景
漂”融入景德镇生活，景德镇市专门成立景漂景
归人才服务局，采取“平台+政策+环境”的模式
不断优化人才生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从提
供签证停居留便利、提供创新创业支持、提供
成长成才平台、营造拴心留人环境等方面提出
具体措施，让更多洋面孔逐梦千年瓷都，爱上

“镇生活”。

时长5分钟以内、在短视频
平台发布的竖屏微短剧，近年来
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崭新的视
听影像表达，而且深化了移动互
联时代观看方式的变革。

竖屏微短剧与传统视听产品
的主要区别在于取景框不同。电
影、电视剧、中长剧集网剧等传
统视听产品，采用的是横屏的取
景框。这种取景框是对“窗户”形
态与功能的模仿。从生理条件上
看，人的眼睛水平分布，视野也
是水平展开的，横屏的取景框符
合眼睛的观看习惯，能够将水平
面上展开的自然人文景观、多人
之间的关系同时展现出来。智能
手机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观看
方式。我们观看竖屏微短剧时，
取景框变成了一个竖起来的长方
形。这个取景框与我们双眼的观
看习惯并不一致，一次只能展示
少数几个人的形象。从形态与功
能上看，竖屏视听产品是对“镜
子”的模仿。

竖屏微短剧创造了一系列崭
新的影像表达。一是人物聚焦。
竖屏取景框适宜单人出镜，聚焦
于人物体态、神情、穿着的镜
头，增强了人物情绪的表现力
度。二是环境失焦。竖屏取景
框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多余空间
来展示自然与社会环境，人物
所处的空间不能得到完整展现。
因此，微短剧往往会直接采用环
境失焦、背景模糊等技术，去掉
展现环境特征的镜头。三是单人
镜头的快速切换成为主要剪辑手
段。竖屏取景框很难呈现人与人
的空间关系。比如在微短剧《二
十九》中，每个竖屏镜头只呈现
一个点位、一张脸、一种声音，
表现两名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
需要快速、频繁地切换单人镜
头。四是特写镜头符号化。竖屏
微短剧高度依赖符号化的特写镜
头，比如在《归来竟是千金》这部
竖屏微短剧中，富家千金的总裁
母亲在危急之刻现身，镜头先给
了一个脚部特写——一双高级的
女士高跟鞋，暗示来者的身份。

竖屏取景框造成了微短剧美
学上的“先天不足”，表现为镜头
语言匮乏、空间关系缺失、影像
符号化、剪辑技术单一等。为了
快速吸引观众，竖屏微短剧普遍
追求“爽感”，注重“抑—扬”结构

的反转，引发即时性的刺激与快
感，由此产生了大量同质化、套
路化的“快销品”，透支着微短剧
的创造活力。

2022年6月，广电总局为包
括网络微短剧在内的网络剧片正
式发放行政许可，标志着竖屏
微短剧从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
发展阶段进入转型发展的精品化
阶段。

笔者认为，推进竖屏微短剧
的精品化，首先要克服美学上的

“先天不足”，探索、丰富竖屏影
像表达；要“采他山之石以攻
玉”，加快网络文学的微短剧转
化，让类型丰富、创新能力突
出的网络文学成为微短剧的创
意富矿；还要推出有效的创作
激励制度，培育大批专业化编
剧和拍摄制作人才。相信多方协
同、多措并举之下，一个内容精
品化、市场规范化、运营集中化
的微短剧新发展格局，将会逐渐
构建起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
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湖南省委
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
馆、湖南省文联主办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大美潇湘大型系列山水
画展日前亮相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
以 40 余幅美术作品展示了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湖南的生动
画卷。

据悉，“大美潇湘”创作工程由王
金石领衔、几十位艺术家通力合作，
历时 3 年完成。展览着重推出了《湘
江北去》《大江交响》《天下洞庭》《资润
江山》《沅水奔流韵潇湘》《澧水泱泱》

《多彩浏阳河》等7幅山水画长卷，还
包括描绘武陵—雪峰山、南岭山区、

罗霄—幕阜山区的 35 件单幅美术作
品。这些作品既传承了历史上潇湘山
水充满诗情画意的“潇湘意象”，又展
现了当代中国的宏大气象，用大视
野、大境界、大情怀表现了潇湘山水
之美、文化之美、时代之美。

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首次从
整体上为潇湘山水作全景式画像，
也是首次以系列长卷的形式表现潇
湘山水。

学术研讨会同日在京举行。来自
北京、湖南等地的美术研究领域专家
学者就新时代潇湘山水创作的历史语
境、时代意义、艺术构建、重要影响
等展开交流。

由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主
办的“情暖重阳 乐动银龄”老艺术家文化志愿
服务工程汇报演出日前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举办。

演出在童声小合唱《萱草花》中拉开序幕。
女声独唱《打起手鼓唱起歌》、朗诵《念黄河》、唢
呐合奏《打枣》、特色民族乐器联奏《乐海拾贝》等
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据悉，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简称
“志愿服务工程”）是由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
服务中心于 2019 年设立实施的志愿服务项目。
该工程以“用爱心温暖社会、用艺术服务人民”为

宗旨，志愿者都是来自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的
离退休老艺术家，面向文化馆站、街道社区、
养老机构、院校、部队军营、边远老区等，提
供综艺演出、讲座培训、辅导排练、书画笔
会、文化交流等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经常到街道、乡村去演出，感触很
深。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他们特别
需要文化生活。我们还给当地文艺骨干做培
训，希望提升当地的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国家
话剧院演员佟凡说。

“参加志愿服务工程，是希望自己能够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我看
来，志愿服务是一项光荣的事业，也是一份责
任，可以将自己所学和积攒的经验服务于人
民。”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员阚丽君说。

目前，志愿服务工程有老艺术家文化志愿
者 500 余人，涉及多个艺术门类，已累计开展
文化志愿活动170余场次，受益观众超百万人。

“4 年来，志愿服务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去过陕西延安延长县、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内蒙古兴安盟、江苏宜兴、安徽桐城等地，受
到各地群众欢迎。我们希望更多老艺术家加
入这个队伍，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贡献
力量。”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办公
室主任、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负责人李
莉说。

本报电（陈博文） 为深入推动全
民阅读，鼓励青少年多读书、读好
书，由浙江省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金华市图书馆等承办的“以爱
之名 阅读真意”——金华市第二届校
园阅读马拉松日前在金华市东苑小学
拉开帷幕。

本届校园阅读马拉松内容丰富，
学子们不仅可以为绘本配音、为童话

故事绘制插画，还可以在情景剧、知
识竞答、演讲中分享阅读心得。

据悉，校园阅读马拉松以形式多
样的阅读活动，鼓励同学们重温纸质
书本的阅读，提高意志力和专注力，
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和收获。金华市
图书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馆校
之间的深度联系，发挥好公共图书馆
社会教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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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潇湘”系列山水画展亮相北京

观众参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美潇湘大型系列山水画展。
主办方供图

浙江金华：校园阅读马拉松“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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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之畔，村村窑火，户户陶埏。来到江西省景德镇市，无论是以
陶瓷装饰的路灯还是路面上满载瓷器的货车，都彰显着这座“千年瓷都”
为瓷而生、因瓷而兴的城市基因。

景德镇非镇，却有着小镇般舒缓的生活节奏、便利的创作条件和浓
厚的艺术氛围。近年来，越来越多陶瓷爱好者、艺术家选择“漂”来景德
镇生活，其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洋面孔，他们以瓷为业，在这里碰撞
艺术思想，推动陶瓷文化创新，也在这里读懂中国文化，融入并爱上

“镇生活”。

老艺术家为志愿服务出力添彩
闻 逸

▲ 创作中的开弥。 ▲ 泥的明展示作品。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供图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供图

乔曼在创作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