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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2年4月8日 星期五

长篇小说《大裁缝》
研讨会线上举行
讲述红帮裁缝百年家族史

昨天上午，长篇小说《大裁缝》首
发式暨研讨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
行。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文联、奉化区
委宣传部、《当代》杂志社主办，浙江文
艺出版社、奉化区文联承办，王春林、
何平、徐晨亮、石一枫、谢志强等10余
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中华读书
报》《文艺报》《文学报》等20余家媒体
记者一并参会。

《大裁缝》由新锐作家禹风撰写，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将视角对准了
1860 年至 20世纪 40年代的上海租
界，讲述以乔方才为代表的三代宁波
红帮裁缝，游走于上海滩的近百年家
族史，反映了从开埠之初到抗战胜利
期间上海租界的社会百态。书中的乔
家裁缝是奉化商人的代表，亦是特殊
时代上海的一个缩影。

“《大裁缝》值得被纳入近年来的
文学潮流——海派叙事中。”山西大学
教授、《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对这部
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首先，
《大裁缝》呈现了上海独特的叙事；其
次，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串连在虚构的
小说叙事中，展现了新颖的历史观；此
外，小说所描述的人物个性鲜明，乔家
三代人，也是上海叙事中重要的人物
形象。”王春林还认为，《大裁缝》延续
了茅盾小说《子夜》的叙事传统。

《当代》杂志执行主编徐晨亮认
为，《大裁缝》题材涉猎广泛，作者以

“深潜”的方式，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度
挖掘，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由小及
大，直面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表示：“上
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浙江，尤其
是来自宁波。从这部小说中就能看
到，在近现代历史上，宁波文化对上海
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浙江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保欣
提出，小说具体提到了四层历史：家国
天下大历史、上海地方历史、红帮裁缝
的行业史、乔氏家族的家族史，“从文
化的眼光看，小说在观念上有全新的
思考，也涉及到了文化转型的大命题，
值得细细品味。”

该书作者禹风说，起初，受电影
《阿甘正传》影响，被影片导演通过一
个小人物还原一个大时代的艺术表现
手法所吸引，期待着自己也能够完成
一部类似的作品。“《大裁缝》就给了我
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通过文字，以宁
波乔氏家族的视角，再现那段时期的
上海。”

研讨会上，专家们除了对《大裁
缝》进行了品评，也对历史上宁波红帮
裁缝对中国服装行业做出的贡献给予
了充分肯定，大家期待这部好作品能
被更多人读到。

据了解，目前，《大裁缝》已先后登
上文学好书榜、探照灯好书榜、浙版好
书榜等图书榜单，并广受读者好评。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张恩惠 王吉

对此次展览的策划，国内多
所高等院校的艺术工作者纷纷
给予好评。

西安美术学院陶瓷工作室主
任刘谦表示，展览中精彩纷呈的
陶艺形态中，凸显了当代陶瓷艺
术多元交融与开放综合的发展趋
势，为新时代陶瓷艺术注入了新
的文化内涵。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颍睿表
示，展览集中反映了陶艺家们在

当代陶艺材料语言探索上的新成
果，表现出三国青年陶艺作者对
存在诸多文化相似性的东亚陶瓷
文化在认知上的微妙差别。

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主任戴
雨享表示，参展作品普遍注重陶
瓷材料语言的创新及自我内在的
表述，探索了当代陶艺的创新性
和实验性，展现出艺术家的时代
追求和创新精神。

“明州问陶”展将持续到2022
年7月3日，免费向市民开放。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刘玉婷 赵锡

这场陶艺展昨在中韩两国同步开幕
“明州问陶”集中展示中日韩三国陶艺家的艺术主张

昨 天 上 午 ，
“明州问陶——
2022 宁 波 国际
（中日韩）当代青
年 陶 艺 家 作 品
展”在中国港口
博物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
收到中日韩三个
国家 504 位艺术
家 的 投 稿 作 品
595 件/组，经过
初评与复评，共
有179件/组作品
参展。展览回溯
了古宁波制陶手
工 业 的 悠 久 历
史，重温了自明
州港始发的“海
上陶瓷之路”，同
时也是中日韩三
国当代陶艺家艺
术主张的集中展
示。

中国港口博
物馆馆长冯毅表
示，该展览既是
对宁波制陶文化
的精神传承，也
旨在启迪观众的
艺术欣赏思路和
文化联想。

制陶是人类最早掌握的技艺
之一。世界各文明古国几乎都有
一部鲜活的制陶历史，这些器物
形制各异，面貌纷呈，是窥透一个
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端口。

作为东亚重要的港口城市，
宁波在漫长的“海上陶瓷之路”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来
自中国各地的瓷器在明州港汇集
和转运，产于宁波的越窑在唐宋
更成为大宗外贸物品。日本、韩
国，以及东南亚、西亚、非洲北部
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土有越窑
瓷器。日本的“有田烧”、韩国的

“新安沉船”，也都是中日韩三国
陶瓷往来的重要实证。

当代，中日韩三国青年陶瓷
艺术家别开生面，一方面继承传
统工艺，一方面展现出各自的艺
术取向与审美品格，创烧的作品
形制、面貌和而不同。

为展现人类与泥火交互生成
的人文情怀，延续陶瓷艺术在文
化交融中的纽带作用，今年年初
开始，中国港口博物馆精心策划、
筹备了“明州问陶”这一特展，在
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
IAC国际陶艺协会、韩国陶瓷学
会、日本京都草居当代美术馆等
机构和国内高校支持下，多方征
集作品，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集
中到宁波展出。

然而受疫情影响，国际物流
迟缓，原定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展
出的日本与韩国艺术家参展作品
未能抵达。在此背景下，港博探
索出一种“疫情新常态下的国际
交流合作新模式”——一方面，韩
国和日本的作品通过影像形式参
与中国主会场展出，另一方面，韩
日展品实物集中在韩国分会场展
出。主、分会场4月7日线上线
下同步开幕，三国艺术家和观众
通过网络实时进行交流与分享。

昨天港博的开幕式上，中日
韩三国策展人通过视频分别致

辞，之后策展人孙学钧做了港博
现场导览的直播。配合展览，部
分参展艺术家还为观众录制了作
品的语音导览，展厅里，观众只要
扫码就能听见艺术家本人对于作
品的解读。展览期间，港博还将
陆续组织开展一系列线下及线上
活动，同名图录也将在近期出版。

冯毅表示，本次展览创造了
国内国外、主次会场、线上线下的
国际交流展联动新模式，汇集三
国青年陶艺家作品于“一堂”，既
是对历史的溯源、对当代的审视，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海上陶瓷之路”渊源深厚

中韩同步开展，线上线下联动

专业人士高度评价这场展览

作品《湖山》。记者 顾嘉懿 摄

B

C

作品《白夜》。

记者
顾嘉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