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曹歆 俞素梅 美编/雷林燕 照排/张婧文 娱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热线电话/87777777 广告部电话/87685741 87250202(双休日） 营业执照/84409275-0号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 21元 零售/每份 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本报讯（通讯员 文华）由余姚四
明书画院主办，余姚市四明美木馆承办
的“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联展”，昨天
在四明美术馆二楼展厅开展。本次展
览展示了全国各地20多位书画名家的
30余幅精品力作，其中包括著名将军

部长书法家韩德彩、陈虹、王康，当代一
线二线书画名家刘文选、贺远征、刘松
林、傅汝有、丁长荣等人近年精心创作
作品，以及王大元、汤禄仕等全国中青
年书画俊杰的潜心力作。本次展览至
7月3日止。

从去年年底开始，小鲜肉片酬高、演技差、轧戏、替身、抠像就成了影视圈
老戏骨集体炮轰的现象，甚至也让一大票当初以“小鲜肉”一词引以为傲的年
轻演员们努力撇清关系。

笑称自己当年也是“小鲜肉”的黄渤对于这一话题，显得比较宽容：“任何
现象都是有实际原因的，有市场需求，怪不得任何人。希望对行业也好，对从
业者也好，都给予一点时间去锻炼。出来时谁都是一张白纸，经过时间、几部
戏的锻炼，会有一些人脱颖而出，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状态。”

在黄渤看来，如今的市场和时代都比较着急，老戏骨们的评价也多少有些
“恨铁不成钢”，“我们先别着急，给时间、空间还是能出现好演员的，其实这和
当时老演员对我们的着急、忧虑和期待是一样的，这些问题慢慢都不会是问
题。因为市场容量大，锻炼机会多，只要他们能够把握机会，会（冒）出来的。”

目前，黄渤正在执导自己的处女作电影《一出好戏》。问他为什么选择自
己做导演，黄渤说因为想到这个故事会很兴奋，“我差不多七八年前就想做导
演了。这个故事老是会自己冒出来，挺好玩，和别的电影不一样。”

不过，第一次边导边演，他对超负荷工作的状态还在适应，“目前对我来
说有难度，因为导演和演员，是主观、客观来回跳跃，虽然折磨但又会让自己
兴奋起来，这个是我感兴趣的。”据了解，这是黄渤去年开启“HB+U”新导演
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培养新人导演和优秀影视作品。 记者 庞锦燕

民间收藏不乏精品

古代中国以笔墨纸砚为基础的文
房用器历史悠久。隋唐时兴盛，宋元
间普及、成形、拓展，至明进入繁荣期，
追求文房雅玩成为时尚。高濂的《遵
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陈继儒
的《小窗幽记》等清玩类图书十分畅
销。鄞县人屠隆写的《考槃馀事》也是
其中的佼佼者，笔墨纸砚外，单列文房
器玩就有45种。

千年风雅，至今不衰。本次展览
的展品全部来自鄞州区收藏家协会会
员的个人收藏，其中不乏精品。比如
晋代的越窑蛙形水盂和宋朝吉州窑水
滴就引得很多人叹赏。文房四宝之外
还有“第五宝”，便是“水盂”，又称水
丞。其主要作用是给砚池添水，更多
的还是观赏性陈设。这件蛙形水盂敛
口无颈，扁鼓腹，圈足，肩腹部堆塑四
腿和头尾，好像一只蓄势待发的鼓腹
青蛙，是典型的晋代越窑器型。

鄞州区收藏家协会主席陈明伟介
绍，此件造型生动逼真，品相完好，十分
难得。旁边的宋吉州窑水滴虽不同代，
同样是滴水于砚的器具，因为有嘴又称

“砚滴”、“水注”。顶盖和腹部的荷花纹
路漂亮，两者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藏家朱开佩收藏的南宋龙泉窑梅
子青赏瓶也获得很多称赞。此器非常
完整，釉色温润，发色典雅，难得一见。
此外，晋越窑三足砚台、民国粉彩笔筒
等从器型、敷色上看，也很值得一观。

藏家献宝共同交流

这次展览是鄞州区收藏家协会集
体举办的“大活动”，许多地方上有名
望的藏家都取出家中珍品与人同赏、
展示交流、补充了解。

藏家杨真明一次性取出清李裕成
雕瓷黄笔筒、邓散木臂搁、板桥镇纸、
清端砚、黄花梨镇纸、黄花梨笔筒、小
叶紫檀笔筒、民国青花印泥盒、刻花铜
墨盒、象牙盒、民国梅鹿竹羊毫等十多
件藏品与人共赏，数量和质量都让人
惊叹。其中一件清小叶紫檀笔筒带
足，很少见。杨真明介绍，此件木料油
性很足，像木头里的丝绸一样，细看上
面牛毛纹纹理时断时续，时垂时弯，很
是好看。至于黄花梨镇纸、笔筒，近年
来因为黄花梨本身价格的“飙升”，能
够断代到民国之前的黄花梨制品更是
价值不菲。

鄞州区收藏家协会主席陈明伟则
取出多件刻本、碑拓，丰富了展品种
类。其中清光绪年间的《芥子园画谱》
刻本较早，较后来的翻印本，图案更为
清晰，线条更加生动。他还提供了一
件清“三山逸人”竹刻，在6厘米×5厘
米不到的空间里刻录《心经》全文，颇
见匠心。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展览在布展
时，为营造书房的气氛，特地把紫檀木
的大板桌等文房中使用的大型家具也
搬入展厅，使参观者有一种置身文房
的感觉。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鄞州区文联
和鄞州区收藏家协会联合主办，展期
从6月26日持续到7月25日。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演技需要一股拙劲”

黄渤问鼎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黄渤在《冰之下》中所饰演的角色是挣扎在东北国境线边界底层，在大时
代中混沌生存最终自我救赎的一个警察线人，表演极具挑战性。金爵奖给黄
渤的评语是：“他用极简主义的表演方式，完美地表达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
感与思想，他用富有洞察力的表演，为故事的张力做出了贡献。”得奖后的黄
渤非常谦虚，他表示得奖是鼓励，奖项只是助燃剂，会让自己的状态更澎湃、
充满动力。

演技够硬，票房又有号召力，黄渤因此受到很多制片人、大导演的力邀，
但他这两年在慢慢减产，只接“能让自己有兴奋、有冲动”的戏。问他什么原
因，他呵呵一笑，说不想被票房“绑架”，“如果说这部电影票房风险很大，或者
说这个角色很难讨好观众，就不接这样的戏，那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无聊的事
情。天天在重复，在一个安全的小框框里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就太没有意思
了。”他坦率地说，纯靠演戏的技术吃饭，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技术多的时候，真情实感就会少。”
他总结说，演技的形式变化需要内里支撑，然后再通过技术释放出去，

“这些年尝试在不同角色身上放上不同的特质，因为觉得这样才好玩。”他还
表示羡慕国外演员的“拙劲”，希望自己去接近这个方向。

黄渤挑战混沌人设斩获金爵
“一直在努力摆脱票房的‘绑架’”

建议多给年轻演员一些时间和空间
“我也曾是‘小鲜肉’”

鄞州举办
文房雅玩民间收藏展

有名望的藏家
纷纷献宝

6月25日晚，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黄渤凭《人山人海》导
演蔡尚君的新作《冰之下》获封金爵奖影帝。经常演喜剧电影的他演
了《冰之下》这样一部“非喜剧作品”，又恰恰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金爵
奖最佳男演员奖，领奖时他说了句玩笑话：“美从来都不缺乏，只是缺
少发现，沉甸甸的奖杯让我知道，老是去演喜剧片是没有出息的。”

当晚11点多，黄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透露自己正在挑
战全新的导演身份，执导自己的处女作电影《一出好戏》，“希望以别
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一些兴奋点”。

当代名家书画作品联展在姚开展

昨天上午，一场“斯文在兹——鄞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藏文房雅玩
展”在紫林坊艺术馆开幕。文房，是中国文人的书房和生活空间。文房
陈设往往代表着主人品位，精致讲究，有很强的把玩性和观赏性。本次
展览精选水盂、水洗、砚台、笔筒、臂搁、镇纸等文房用具150余件，时间
上早至晋代、晚至民国，种类多样，蔚为大观。

晋越窑蛙形水盂

宋朝
吉州窑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