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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又将有不少中
国艺术家参与其中。根据之前公布的展
览相关情况，徐冰、邱志杰、季大纯、
曹斐4位中国艺术家将参与双年展主题馆
的展览，这也是历年来主题馆展览中国
艺术家参与人数较多的一次。而备受关
注的中国馆主题则确定为“民间未来”，
参展者为刘家琨、陆扬、谭盾、文慧和
生活舞蹈工作室及吴文光和草场地工作
站。日前，中国馆的策展方和部分参展
艺术家在北京与媒体见面，对即将到来
的这场大展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展现一个民间的中国

与往届策展人选择近期国内优秀的
当代艺术家在国家馆内举办作品群展不
同，这一次的中国馆展览把视野放到了
当代艺术领域之外，以“民间未来”为
主题，内容涉及民间非遗文化、乡村现
实、建筑等多方面。

谈及为何设定这个主题，第 56 届威
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单位、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崔峤告诉记
者，这一方面是呼应了双年展主题“全
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源自于对艺术
的几个思考：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和原创
语言源自哪里？艺术家的独立性如何呈
现？跨领域创作如何进行？艺术的边界
如何突破？如何回应当下时事与未来挑
战？这几个问题的共同指向是“民间”、

“未来”。
在崔峤看来，“民间”是一种观察、

一个问号、一个进行时。艺术家们必须
是来自民间生活，以更为接近现实、呈
现张力的方式应对当下、介入社会，延
展艺术的边界和定义。

比如长期在北京城郊进行纪录片拍
摄实践的吴文光，他带往威尼斯的“作
品”是长达10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在
这个计划中，他请 10 位村民拿着摄像机
去记录自己村子的现实生活。“这是一种
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体现，让我们听见
民间的声音，体会到来自民间的情感和
希望。”吴文光说。

著名音乐家谭盾为威尼斯献上了面
临失传的女书文化和原始音乐。此前他
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在自己的家乡湖南

拍摄、收集、构思、酝酿，创作了《微电影交
响诗：女书》，第一次让古老的女书音乐通
过数码科技记录，做声像兼收地展示，真
实的影像风格也有人类学的角度。

展现一个复杂的中国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一届威尼斯双
年展中国馆的特点之一，就是侧重于展
现艺术发生的过程。“这次遴选的艺术家
都有着小小的史诗一般的民间创作过
程，这更有助于呈现中国艺术生态的巨
大张力和包容度，当然也更有助于世界
了解不同层面的中国。”崔峤说。

中国馆邀请的 3位艺术家个体以及 2
个艺术平台自组织，是与庞杂社会有更
多交集、在处理实际问题中创新自省的
建筑师；作品新锐、引发争议与关注的
新媒体艺术家；关注民间非遗文化传
承、爱好“跨界”与多元的世界级音乐
家与艺术家；打破艺术创作主体旧有定
义，以纪录片创作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
每一个普通村民；结合现代舞创作和民
间记忆、历史影像的发起者。

正如威尼斯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
所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已经跨越了艺
术、文化、政治、科技和经济领域。在
这里，全世界通过艺术家们的眼睛，看
到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文发展现状，引
发共鸣。崔峤表示，2015 年的中国馆会
让世界看到当下真实鲜活、具有温度和
情感的中国。“每位艺术家都是一位探险
家，他们的作品传递了这些非同寻常的
艺术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是他们回应世
界的独特方式，无论是挑战、爱、权
利、平等、批判、愤怒还是更为内在深
刻的起点和历程。”

法国导演让·雅
克·阿诺将姜戎的小
说《狼图腾》搬上银
幕，电影公映后，在
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广
泛赞誉的同时，也陷
入了争议。

发酵的争议使人
们忘记了这部耗时近
十年拍摄电影所要表
达的精神内涵，忽略
了对电影本身价值的
关注。抛开狼是否蒙
古民族的图腾这一学
术争议，回归电影本
身，这是一部富有浓
郁的生态主义色彩和
价 值 的 作 品 。 在
2008 年 时 ， 法 国

《快报》 杂志弗朗索
瓦·布奈尔曾经如此
评价小说：“ 《狼图
腾》是伴随着声声鼓
点，在生态主义底色
上绘就的启蒙小说”。

《狼图腾》 以诗
化的风格诠释了蒙古
族传统文化中的“共
生”意识，即人与动
物，人与自然之间的
和谐共生。

北方草原地域辽阔，蒙古民族
受其生存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
比较辽阔的空间意识，“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上边是天父，下边
是地母”。辽阔的背景，严酷的生存
环境，使蒙古人感觉到生命的渺
小、脆弱、珍贵，他们与自然、与
动物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命运”
感。姜戎在接受 《南方周末》 的记
者访谈时曾讲到：这是牧民直接教
给我的。曾经有好几个蒙古老人对
我说过：“人、马、牛羊、老鼠和
狼，所有这些活物都是小命，但草
和草原是大命。草原没了，你们统
统没命。”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成为蒙古族为维持其生存环
境的可持续性必须遵循的生态伦理。

萨满教对蒙古民族“共生”意
识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万物有
灵”论是萨满教的基本理论。“万物

有灵论”使蒙古族人
不仅崇拜天神、山
川、祖先的灵魂，驯
鹿、老虎、柳树等动
植物都是崇拜的对
象。蒙古族把自我的
生命，融入天地万
物，形成万物有灵，
浑然一体的生命观，

“天、地、生、人”
是“共生”的。“共
生”是蒙古族生态传
统文化的元范畴和核
心范畴。

因为具有强烈的
“共生”意识，生命
之间彼此关联，因
此，在蒙古族传统文
化中，人与其它生命
体之间往往属于一种
介入式情感关系，如

《蒙古族祭灶词》 中
有“上有腾格里之熳
火，下有额托格地母
之热力，以精铁为
父，以榆林草木为
母。”生命之间彼此
类比，构成一种强烈
深沉的情感关系。这
种情感关系是建立在
强烈的对大地与长生

天以及萨满神深沉的“挚爱”与
“敬畏”之上，因此其审美情感往往
有着深沉、苍凉、孤独、悲情的浪
漫精神。

以往对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研究
往往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来概
括和描述蒙古族的生态文化，其实

“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尚不足以精准
地描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特
性。基于北方地域空间下的地理环
境以及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的影
响，蒙古族形成了“天、地、生、
人”的共生意识，共生，才是蒙古
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范畴。

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无论是人
类中心主义抑或自然中心主义，都
是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社会背景下，蒙古族传统文
化中的 “共生”理念无疑具有重要
的启发性和生态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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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国馆
有什么不同？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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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届威尼斯双
年展的脚步似乎还未
走远，新一届双年展
又如约而至。以“全
世界的未来”为主题
的 2015 年第 56 届威
尼斯双年展，将于 5
月 9 日至 11 月 22 日
在 意 大 利 威 尼 斯 举
行，这也是自2005年
中国国家馆第一次出
现在威尼斯以来的第
10年。

图①：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外观
图②：文慧生活舞蹈工作室的《跟民工
一起跳舞》
图③：谭盾创作女书音乐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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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泛娱乐化”
饱受诟病，兼具文化底蕴、
益智、好看、开心等多种特
质的电视文化节目陆续涌
现。目前陕西卫视周日晚播
出的《唐诗风云会》就是着
力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档人文综艺。作为全国
首档唐诗文化益智节目，其通
过电视的艺术化呈现，激活了
唐诗的经典魅力，也拉近了古
老文明与现实社会的距离。

重品唐诗 梦回唐朝

扭曲变形的面孔，捂住耳
朵的双手，还有身后同样抽象
的蓝色的水、绿色的树以及红
色的天，蒙克的名画 《呐喊》
在节目现场缓缓铺开。片刻寂
静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
悴”，“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
吹雨入寒窗”等诗句伴随选手
的讲解吟出，带领观众在不知
不觉间走进了诗梦大唐。

纵观当下电视荧屏，《唐诗
风云会》 可以称得上是最具诗
情画意的一档节目，受到广大
观众的喜爱。但谈及节目从策
划到诞生的整个过程，陕西卫
视总监、节目总导演郑毅表
示，该节目最大的挑战是如何
以大众都能参与、都感兴趣的
方式激扬唐诗的经典魅力。

“我们摒弃了目前所有文化
节目惯用的问答形态，追求一
种开放语境下人人有话说的自
由。哪怕你背不出多少诗句，
也会有互动的快乐，你会发现
那个时代并未老去，它不光活

在我们的课本里，更是每个人
心灵深处、甚至每个人血液里
流淌的中华文化最活泼、最华
彩、最青春的那个部分。”郑毅
说，他表示这档节目既凝聚着
电视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又标
示着他们对媒体责任的探索。

为了创新节目形态，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第一次跳脱
嘉宾角色，出任“主考官”，阎
肃、春妮、何依工、黄国伦、
蒙曼等化身“翰林学士”坐镇
评委席，共同考较选手们的唐
诗功力、一起推敲名句中的生
活智慧，并在“触景生句”等
多个环节中融入今人对唐诗的
全新感悟和个性化解读，在妙
趣横生中开启穿越古今的对
话。在发散性的题目和穿越感
十足的表达中，广大电视观众
得以与选手一起，重新品味唐
诗、梦回唐朝。

“一带一路” 文化信使

在传统收视率和网络关注
度双双走高的同时，《唐诗风云
会》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中
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
国明把它称作“新一轮文化类节
目的‘新典型力作’”；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

鸿也表示：“这种文化＋竞
赛的益智样态，对唤起观众
古代文学兴趣肯定会有引
导作用。”北京大学电视研
究中心主任俞虹在微信朋
友圈中推荐：“值得一看，陕
西卫视原创！不负唐诗，契
合当下，植根百姓，风雅荧

屏。陕西卫视选择做唐诗虽在
情理之中，但也极具挑战！”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陕西自古就是中外经济贸易流
通的重要枢纽，也是东西方文
明交流的热土，更是唐诗的故
乡。《唐诗风云会》 立足陕西，
致敬经典，不仅传承了“古丝
绸之路”上涌动的精神气韵，
更在当前“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凸显出
独特价值——用电视传播的方
式，为各国人民开辟了了解中
华文化的新窗口。

为了让不同肤色的国际友
人在竞技比拼的同时，分享他
们的唐诗故事和中国情愫，《唐
诗风云会》 在常规比赛之外特
别设立了国际专场。来自伊朗
的选手汤姆就让人印象深刻，
他是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
因为从长安出发的“古丝绸之
路”恰好通过汤姆的祖国伊
朗，因此他被著名历史学者蒙
曼称为“从丝绸之路跑过来的
选手”。尽管在比赛中遗憾止
步，但汤姆仍然载歌载舞、满面
春风，在 《唐诗风云会》 的舞
台上留下了自己快乐的身影。
蒙曼高度评价这位热爱中国文
化的伊朗小伙儿就像是“丝绸
之路当代的活的灵魂”。

（聂 聆）

一周工作 7天，每天 24小时，节假日更忙，而且更“令
人发指”的是，这份工作几乎没有工资……曾经有一个招聘
视频在网上很红，招聘全世界最辛苦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就
是“妈妈”。作为一档展现坚强女性、伟大母爱为主题的真人
秀节目，东方卫视的 《妈妈咪呀》 第三季于近日温暖回归。
这档女性励志节目通过才艺的舞台，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不同
妈妈们的不凡与精彩。

对比同期开播的综艺节目，《妈妈咪呀》不是其中星光最
亮、场面最大的，但却是最有爱的。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妈
妈们，为我们共同展现了“梦想的力量”。这些妈妈中，有长着
明星脸的“甜心唱将”，也有艺高人胆大、自成一派的达人级妈
妈。

33岁的王锦豫来自哈尔滨，出任东北地区“运营总监”已经
快7年了。喜欢唱歌的她，因为繁忙的“工作”，一直都没有机会
在舞台上为自己活一把。在《妈妈咪呀》第三季的舞台上，她终
于有机会登上舞台一展歌喉。“其实，3年前我就想来参加，但是
老公不喜欢我抛头露面，可是我想让他知道，做菜、干家务、照
顾孩子是我的强项，但我的最强项还有一样，就是唱歌。”

正如她一样，在 《妈妈咪呀》 的舞台上，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各个年龄段、性格迥异的妈妈们。有的妈妈们很直接，
上台就是为了“吼一嗓子”，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妈妈把舞
台当成“沟通工具”，很多在生活中无法当面对亲人说的话，
在这里得到了宣泄；也有的妈妈，在开朗的笑容下隐藏着不
为人知的辛酸经历，与孩子离别的痛、独自一人扛起生活重
担的艰辛……

对此，连续三季参与节目的“老牌观察员”程雷直言，
通过《妈妈咪呀》，我们看到了妈妈们才艺背后融入的是对家
庭、对孩子的爱，看到她们身上对于逆境不妥协的乐观精
神。另一位观察员黄舒骏直言，《妈妈咪呀》是个让他相当纠
结的节目，《妈妈咪呀》不是单纯的才艺选秀，它其中包含着
很多人生故事，是一个展现妈妈们真实面的舞台。

（文 纳）

书博会今年花落并州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

意山西太原市于今年9月25日至27日举办第二十
五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简称书博会），同时在
大同、长治、运城三市设立分会场。起始于 1980
年的书博会是我国文化领域举办最早的展会之
一，是集出版成果展示、出版物展销、信息交流、
行业研讨和倡导全民阅读以及拉动地方文化经济
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交流平台，是出版业和图书发
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本届书博会主题语
为“文华三晋·书香九州”。4月24日的第一次预备
会议上，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要求本届书博会不
断创新，办出简朴之美。 （小 章）

中央美院师生为
百余名劳模“造像”

日前，由北京市总工会、中央美术学院联合
主办的“为人民服务·为劳模造像”活动在京举
行，来自全市 100 余名劳动模范代表与中央美术
学院200余名师生、艺术家参与了本次活动。

在活动现场，创作者通过雕塑、国画、油
画、素描和水彩等多种形式为每位劳模创作肖
像，表现了当代劳模的风采。创作结束后，中央
美术学院与北京市总工会举行了捐赠仪式，将此
次创作的作品捐赠给市总工会。

据悉，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
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表现“劳模”主题的作品。
徐悲鸿、吴作人、靳尚谊等著名艺术家都有作品
成为经典。 （杨 梅）

《唐诗风云会》：

穿越时空去读你
《妈妈咪呀》第三季回归——

她们的舞台不凡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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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设计师联盟设计奖颁奖
第八届亚太设计师联盟设计奖 （IAI） 颁奖典

礼暨创意智慧论坛日前在北京鸟巢文化中心举行。
IAI竞赛内容分别由代表国家荣誉和学术高度

的 IAI 创意奖、最具时代创新和商业价值的 IAI 设
计奖两部分组成，IAI 大赛包括室内空间、建筑空
间、工业产品三个设计方向。本届IAI设计奖，吸引
了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报名参赛，收到了
近千件优秀参赛作品，最后决出 174 件入围作品，
角逐IAI最高奖项。 （张 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