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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基层新群体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郑志钥

8 月中旬，月湖畔。宁波“90
后”女摄影师丁若姮的摄影展 《爱
如空气》 在大方岳第的群星展厅举
行，对比鲜明的“蓝”“红”两组
作品，与综合材料、影像、装置相
呼应，为观众呈现了富有视觉冲击
力的当代艺术风情。

8 月底，地铁 1 号线福庆北路
站。“温故非遗展 2020”接棒，25
项宁波国家级非遗首次集体亮相，
让市民领略到有温度、有故事的非
遗盛宴。

这接二连三的展览背后，宁波
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办主任姚剑峰
的精心构思和专业策划功不可没。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有着 10 年
策展经历的专业策展人，了解策展
人作为让市民与艺术美丽邂逅的

“导演”，在推动宁波群众文化艺术
展览普及与创新之路上的不懈追
求。

文化馆首位专业策展人文化馆首位专业策展人

45 岁的姚剑峰曾是宁波爱菊
艺 校 的 一 名 美 术 老 师 ， 2011 年 ，
他应聘来到宁波文化馆视觉艺术中
心，成为一名专业策展人。

策展人这一职业是随着西方博
物馆、美术馆体系的建立而诞生
的，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
而中国专业策展人的出现却是改革
开放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文
化场馆建设的加速推进应运而生
的。

姚剑峰回忆，2011 年他初到
宁波文化馆时，文化馆还没有专业
策展人。“视觉艺术中心当时有美
术、书法、摄影、摄像四名专职工
作人员，主要职责是培养全市群众
文化视觉艺术的业务骨干和团队，
组织各类业务培训活动，并分别兼
任自己分工领域的策展人，不定期
举办阶段性成果展览。”

从教育界“跨界”到文化界，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的姚剑峰表示，
这是出于自己对艺术的强烈兴趣和
审美的持续追求。

还在爱菊艺校为学生上艺训课
时，姚剑峰每学期为学生举办多次
作品展，探索运用不同的形式充分
展示学生的艺术特色。“有时借助
旧桌椅、废报纸等综合材料，有时
运用大胆的涂鸦，有时尝试不同造
型，每次都让学生和家长耳目一
新，得到了认可与好评。”姚剑峰
回忆，那时他不断从相关策展书籍
和资料中学习，还通过互联网关注
国内著名策展人的微博等资讯，只
要有机会就跑去北京、上海、深圳

等大城市的博物馆、美术馆、创意
园 区 等 ， 参 观 展 览 、 汲 取 “ 营
养”，“这为自己作为策展人作了知
识、人脉等储备。”

在姚剑峰看来，一名专业策展
人犹如一名导演，需要推进每场展
陈 的 全 部 环 节 ，“ 与 作 者 不 断 沟
通，确定展陈主题、内容和表现形
式，设计、布置展陈灯光、背景，
策划组织开幕式，搜集展览反响
等，事无巨细都要关注，这要求策
展人具备较高的艺术素养，有独到
的艺术眼光、能把控细节，还需要
有创新思维，能通过文字、图像或
者新媒体等不同媒介，展示一场艺
术盛宴。”

不断创新展陈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展陈内容和形式

姚剑峰走马上任时，宁波市文
化馆设在月湖景区大方岳第内的群
星展厅已经以平均每月举办两期展
览的速度，运行了 3 年。

“群星展厅作为一个向市民免
费开放、展示百姓艺术的窗口，观
众以周边居民、游客以及附近写字
楼工作人员为主，与宁波美术馆、
博物馆相区别，展厅定位为为宁波
基层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艺术风采
的平台。”姚剑峰介绍，因此策展
时，他着重为有一定艺术水准但自
身又没能力办展的普通百姓免费策
划、包装，量身定制不同艺术形式
和风格的展览，并成功推介了一批
宁波本地有潜质的草根艺术家，群
星展厅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百
姓的美术馆”。

2014 年 1 月，地处药行街 117
号 的 117 艺 术 中 心 免 费 向 公 众 开
放，首场展览就引进了囊括现当代
金石书画大家的西泠印社为成立
110 周年举行的“艺术宁波·西泠
风名家艺术作品宁波大展”，让观
众大开眼界。“如果说群星展厅立
足于培养宁波新生艺术力量，那么

117 艺术中心则定位
为‘小而美’的当代

艺术中心。”姚剑峰分
析，作为策展人需要扩大

视野，用更现代时尚的设
计和前卫创新的思路，引领群

众走进艺术世界，让艺术滋润群众
生活。

有了全新的定位后，姚剑峰将
策展的目光瞄向国内外，他坦言：

“策展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艺术门
类，但是可以做加减法，先罗列出
国内外有知名度和代表性的艺术
家，再从中精选出与宁波地域特色
相吻合的艺术家，并通过自己广博
的艺术圈人脉资源引进来，避免大
海捞针般做无用功。”

于是，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陆
新建 《城市与诗歌》 抽象现实艺术
作品展、连续三届 《国际具象与抽
象展》、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安 迪 · 沃 霍 尔 的 《15 分 钟 的 永
恒》、《英国查尔斯王子风景版画及
19 世纪浪漫主义铜版画展》 等展
览先后在 117 艺术中心亮相。国内
外最前沿的当代艺术家次第登场，
一幅幅艺术精品纷至沓来，让市民
在家门口领略到高雅艺术的无穷魅
力。

除了内容的耳目一新，姚剑峰
还探索用多元艺术手段创新展览形
式。“展览期间，我们曾策划多个

‘与大师对话’艺术沙龙，让作者
与观众互动交流；策划了宁波本土
导演的 《听见·苍水》 剧本朗读会
首秀，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
注；还引进了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
思清、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和钢琴
演奏家孙颖迪组合的‘美杰三重
奏’，让视觉与听觉完美融合。”姚
剑峰说，能让不同艺术形式剧烈冲
撞又和谐交融，考验着策展人的专
业素养。

让艺术与美走进寻让艺术与美走进寻
常百姓生活常百姓生活

姚剑峰认为，策展除了要生动
展现艺术之美，还要向公众普及当
代艺术，培养大家认识美、体验
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
力，而这与宁波“十三五”规划中

的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项目——“一
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的理念
不谋而合。于是，姚剑峰开始投入
让“艺术与美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的策展中。

2017 年 4 月，“N3+一人一艺
绘画展”在 117 艺术中心开启，3
位杭州女画家和 15 位宁波女画家
携手以画为媒分享艺术与生活，也
让观众感受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
术与美。“策划此次活动的初衷是
为加强宁波和其他城市的艺术交流
与合作，给市民打开一扇更广阔的
艺术欣赏窗口，这是宁波‘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活动的首次尝
试。”

姚剑峰还策划了连续四届“我
是童画家”展览，不仅挖掘了代表
宁波童画美术水平的作品，而且加
入了韩国、日本的优秀儿童美术作
品，并寻找到国内多个优秀设计
团队，将儿童作品变身为各类充
满 童 真 和 想 象 力 的 艺 术 衍 生 品 ，
在 宁 波 举 行 首 次 艺 术 衍 生 品 展 ，
既满足了孩子们探索成年世界的
好奇心，又让成年人在追寻童趣
中品味生活。

除了吸引孩子和家长的目光，
姚剑峰还连续两年为高中生留出空

间，协助宁波高中生策展，推出
“挺好”系列艺术展；协助宁波筑
梦幼教公益联盟推出“以爱之名，
呵护乡村儿童成长——520 筑梦幼
教公益联盟摄影展”，用真实感人
的瞬间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儿童教
育。

6 年多来，117 艺术中心平均
每年举办十六七个展览，这背后都
有姚剑峰的精巧构思和艺术火花。

“艺术的灵感潜藏在多年的积累和
学习中。”姚剑峰透露，多年来他
从没有停止创作和思考的脚步，平
时会静心画山水、制作黑陶。2018
年 6 月，姚剑峰将自己的黑陶作品
与北京艺术家庞永杰的白瓷作品形
成黑白组合，为自己策划了“知白
守 墨 —— 庞 永 杰 、 姚 剑 峰 双 人
展”，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中国文化
中 心 进 行 了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展 出 ，

“ 玄 黑 素 白 最 能 体 现 中 国 文 化 哲
思，策展中将白瓷与黑陶构成独特
的黑白视觉世界，形成视觉对比和
冲撞，也是自己作为策展人永无止
境追求艺术之美的探索。”

策展人策展人：：

让市民与艺术让市民与艺术
美丽邂逅的美丽邂逅的““导演导演””

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丽敏

历时 7 年努力，象山 82 岁老人
沈吉太今年终于编写完成 《象山方
言词语释义》 一书。书中共收录象
山俗语、词语 4303 条，且对每一
条均作了详细解释，堪称象山方言

“百科全书”。
“我编写该书没有任何功利目

的，就是希望让象山话一代代传承
下去。”沈吉太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7 年前，沈吉太在象山港论坛
看到有人征集象山方言，也兴致勃
勃搜索着脑海中“库存”的当地俗
语，并一条条写在纸上。“我曾长
期从事农业技术工作，走遍了象山
各个村庄，为了方便和群众交流，
经常使用俗语，如‘六月盖棉被，

有谷没米’‘秋天发大浪，讨饭人
有谷囥’等。”回忆起自己曾经讲
过的俗语，他感觉甚是有趣。

同时，沈吉太在日常生活中发
现，越来越多象山人对家乡方言日
渐“生疏”，长久下去象山方言可
能会失传。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何不花几年时间，把自
己知道的以及能够了解到的象山方
言收录起来，汇集成一本可供后人
查阅的书。

为了收集资料，沈吉太请家
人、亲朋好友一起帮忙回忆，并一
一记录整理，不断充实内容。平时
外出散步或与人聊天，他时刻注意
别人嘴里蹦出的“金句”。

有一次，沈吉太走路时听到路
人在交谈，说丈夫欠债逃跑，连累
妻子、儿女，对方随口冒出一句

“喝酒连糟怪”。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他马上牢记于心，回家后第一
时间记录下来。还有一次，沈吉太
听到一家公司几名员工在讨论，说
公司经济困难，靠借钱维持，管了
这头顾不了那头。“他们蹦出一句
我没收录的俗语‘哮喘人吹喇叭，
上气不接下气’。”他听后如获至
宝，连忙回家补录。

沈吉太还特地查看了一堆县
志、镇志、村志、农业志等志书，
从中“搜刮”象山俗语。“天天埋
在书堆里，有时睡觉也梦见自己在
看书。”沈吉太还上网搜索象山周
边宁海、台州等地区的俗语，进行
横向比较，看看彼此有什么区别。

象山方言词条包括习惯语、歇
后语、本土成语和谚语。沈吉太追
根溯源，将选录的词条分为四类：
本土类、传说类、名句类、互通
类。他按照词条字数从少到多进行
排列，并逐一作注解。

注解时，沈吉太颇为用心，采
用字词注释、本义说明、引申义、
喻义阐发、引发举例等方式，使象
山俗语明白易懂，并引导人们做一
个善良、积极向上的人。比如他对

“上半夜忖忖自家，下半夜忖忖人
家”俗语的注解：原意，待人处事
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多体谅他人的难处。意喻：换位思
考。引用举例：处理任何事情，不
能一意孤行，尽量要把事情处理得
圆满些，上半夜忖忖自家，下半夜
忖忖人家。古人云：将心比心，强
如佛心。

编写方言词条时，沈吉太遇到
了不少困难，比如很多俗语口口
相 传 ， 但 有 些 字 不 知 道 该 怎 么
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采取
了 自 创 的 办 法 ，“ 借 义 不 借 音 ”
或 “ 借 音 不 借 义 ”， 再 通 过 注 解
讲 明 白 。“ 有 三 类 俗 语 我 弃 之 不
用 ： 过于粗俗、影射政治、污辱
女性。”沈吉太道出了自己的收录
原则。

据了解，沈吉太 《象山方言词
语 释 义》 书 中 收 录 的 4303 条 词
条，都是象山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以
及民风民俗中的用语，内容涉及各
个方面，有说理、有警示、有戏
谑。这些是半岛人民经过岁月冲刷
而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真实形象
地反映了历代象山人的生活状态和
愿望，有着独特魅力和传承价值。
而沈吉太为抢救象山方言所做的努
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
定。

沈吉太沈吉太：：77年精心编写象山方言年精心编写象山方言““百科全书百科全书””

记 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卓佳洋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文/摄

近日，宁波博物馆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捐赠仪式，9 件记录战“疫”
历程的木雕、剪纸、画卷等文艺作品
被永久收藏。宁海非遗竹木根雕技
艺传承人、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章
光辉的作品《出征》名列其中。

独辟蹊径
开创“情景朽木雕”

宁海是“五匠之乡”，学手艺
曾是年轻人的一项热门生计。17 岁
时，爱好画画的章光辉拜宁海有名
的木雕师傅、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安
飞为师，系统性地学习木雕工艺。木
雕制作分选料、除湿、描形、雕镂、打
磨和光面等多道工序，工具有雕刀、
凿、刨、斧、锯、锉等百余种，镂刻技
法多样，每一步都要求精细，刀刀
皆辛苦。学徒三年，章光辉潜心磨
炼，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学成之后，章光辉走南闯北，
在宁海县城开过店，辗转到北京、
象山等地家具公司做过雕刻设计。
2014 年，他回到宁海，在前童租
了一间店铺，专注木雕作品创作。
在多年的实践摸索中，章光辉独辟
蹊径、自成一派，开拓了“情景朽
木雕”创作领域。

“情景朽木雕”顾名思义即用
腐朽的木材做出具有独特意境的作
品。“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但
是我认为，朽木是饱经风霜留存下
来的木材‘筋骨’，拥有自然赋予
的形态肌理，坚固耐保存，在这个
基础上合理布局、精雕细琢，能创
作出意境更为深远的作品。”章光
辉说。从 2003 年起，他就开始研
究朽木雕刻，其独到之处在于融汇
多门类的雕刻技法，用符合天然材
质的艺术造型，使作品在自然之态
与雕刻之形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和
谐。2008 年，他的第一个情景朽
木雕作品 《山里人家》 获中国 （东
阳） 第三届木雕竹编及其他工艺美
术优秀作品博览会银奖。

匠心独运
用艺术服务社会

从艺近 30 年的章光辉有着手
工艺人特有的匠心和细腻。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章光辉看到、听
到了许多抗疫人员的事迹。“艺术
来源于生活，也要服务于生活。”
章光辉决定用“情景朽木雕”创作
技法来记录这段历史。

“作品的创意设想来源于宁海
本地的抗疫故事。”章光辉说。当
时他看到了一篇战“疫”前线“最
美婚礼”的报道，说的是宁海西店
镇干部魏再芳主动取消婚宴，投入
防控一线的故事。深受感动的章光
辉以刀为媒，把心里的敬佩和祝福
融入作品中。他选用了一块粗犷、
张扬的朽木为底，以泼墨式的情景
创作手法，彰显人物情感。

《出征》 刻画了一对恋人戴着
口罩深情相拥的场景。背景部分巧
妙地运用了一块朽木的自然纹理，
大量留白，人物眉头坚毅、相依相
偎，仿佛在细语叮咛。画面中，相
拥的夫妻是千千万万抗疫工作者的
缩影，他们是普通人，也是一线战
士，人物内心的不舍与坚定交织在
一起，传神地展现出抗“疫”一线
工作人员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
神。该作品还在省文旅厅主办的

“安吉杯”疫情防控主题非遗优秀
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

作为宁海县工艺美术家协会理
事，章光辉不仅在雕刻技艺上刻苦
钻研、不断突破，而且还致力于宣
传推广传统工艺文化。章光辉表
示，希望能在前童组织建立起传统
工艺产业研发创作基地，吸引更多
的传统工艺大师集聚，设置体验打
卡区，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五匠”
文化，让传统工艺焕发生机。

章光辉章光辉：：
开创开创““情景朽木雕情景朽木雕””
记录真实生活记录真实生活

匠匠 匠匠人人 心心

沈老展示书稿沈老展示书稿。。（（郑丽敏郑丽敏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策展人的出现在西方可追溯
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前
卫艺术的兴起或更早，而在中国
却是近几十年来的新生事物。

在宁波，随着宁波美术馆
2005 年 10 月建成开放、宁波博
物馆 2008 年 12 月对外开放以及
其他专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
美术馆的次第出现，策展人也走
到了台前，运用自己的专业艺术
素养和强大人脉，让宁波各类艺
术展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过
程，也让高雅艺术这一“旧时王
谢堂前燕”，如今“飞入寻常百
姓家”。

策展人通过策划各种艺术展

览，推介有价值的艺术家及作
品，搭建了一座艺术家和社会公
众沟通的桥梁，让艺术最大限度
地发挥着滋润心灵、陶冶情操、
丰富生活等积极作用。

随着公众艺术素养、审美水
准的不断提高和城市文化气质的
不断提升，公众对艺术诉求和城
市对创意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这对策展人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
始到金。面对浩瀚的艺术世界，
愿策展人的一双慧眼，让更多的
艺术佳作永远流传，成为铭记在
城市发展和历史长河中的美好记
忆。 （陈朝霞）

姚剑峰在布展姚剑峰在布展。。（（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姚剑峰姚剑峰 （（右右）） 在布展在布展。。

章光辉在创作章光辉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