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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始于开放交融的艺术氛围

在 3 月 7 日下午正式开展的 “在水之湄·2021
国际女艺术家邀请展暨在水一方·第 11 届女水彩画
家作品展”上，青岛国画名家戴淑娟，作为特邀女艺
术家，出人意料地入展了一幅水彩小品，这也是她个
人创作生涯中第一幅水彩作品。

这幅名为《蕴力》的画作，呈现水与彩交融的通
透明亮，缤纷的色彩传达春的气息。据说，为了创作
这幅水彩处女作，戴淑娟特别关掉手机，用了一整天
时间构思运笔，绘制时长甚至超过了她的国画创作。
从 2020 年开始，戴淑娟以更加开放不拘的态度不断
尝新，山中见桃花，便开启油画创作模式，陶瓷绘画
也在她的学习之列。“艺术不要局限，它们彼此交融。
关键是激发人的联想和想象， 引人思索， 并有所回
味，目的就达到了。”这一开放交融的艺术态度也正
为此次画展作出注脚。

同时开启的双展，囊括了来自俄罗斯、西班牙、
德国、荷兰、印尼、日本、韩国、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
亚、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克兰等 13个国家的 20余位
女艺术家， 并有全国各大美院水彩专业的女性水彩
名家和学生助阵，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水彩专业及高
研班的学生也加入到活动中， 本土从事装置艺术的
数位青年女艺术家的作品，也首次入展呈现……

中国女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和青岛市女书画家协

会主席的身份， 让戴淑娟更加关注青岛女艺术家群
体的成长， 她在展览中感受到她们艺术世界的细腻
浪漫，“她们以偏重感性的视角关照这座熟悉的城
市，以及身边的美好事物。在这样一个可以与国内外
佳作对话学习的场域， 我希望她们也能捕捉到一种
海阔天空、不拘一格的开放包容的创作心态，接纳、
吸收、融会贯通。”

展览总策划、青岛水彩名家窦凤至认为，开放、
多元且具有持续性的高品质艺术活动， 才能真正带
动本土艺术家的视野开拓和专业水准的提升。 他告
诉记者，此次参展的艺术家，经过了专家组的严格评
选，其中青岛本土的参展者数量达到空前的 80 位之
多， 这说明青岛女艺术家群体的基数与专业素养均
取得了提升。他亦同时透露，青岛女水彩画家作品展
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开展活动， 从一个自发的社
群展览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首先要归功于最早的一
位支持者，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水彩名家，老一辈青

岛艺术教育家晏文正老先生， 正是他一再地叮嘱同
样致力于教学和艺术普及的窦凤至： 要给予这些女
水彩画家更多切实的扶助， 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也
都是艺术教育工作者， 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座城
市的艺术未来。

“未来青岛的艺术氛围需要更多常态化的传统
艺术展事和艺术家群体来共同创造， 而像这样一次
以水彩为主打的中外女艺术家的高品质规模汇集，
便是一个开端。”窦凤至说。

创造源于城市所赋予的艺术灵感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 油画家孙小娥
这次以装置艺术家的身份参展， 也是一次特别的尝
试，她创作的作品《泊》以青岛深海捕鱼常用的漂铃
为主要素材，同样是特别的呈现。

“艺术是生命的一种表达，一种语汇。对我来说，
艺术创作就是平常思考的集合，是与万物连接获得的
通感。”“泛彼浪兮摇曳，铺羽着彩安之，吾心如泊……”
这是孙小娥对于作品《泊》的解读。在以抽象油画见
长的孙小娥看来，艺术创作不论品类形态如何，都源
于日常生活的给养与回馈，比如《泊》，便是她在东部
海岸信步时获取的灵感。“这或许正是女性艺术家表
达的共有特点，相对于理性，总是更偏向于感性。在
一座城市住得久了，自然便会与之发生关系。”

在这场女性主义的缤纷盛宴上， 城市给予女性
艺术家的灵感俯拾皆是： 来自俄罗斯海参崴的波波
维奇·娜塔丽娅的作品《马略卡岛的早晨》带来海参
崴滨海的明亮阳光和绚丽的城市色彩； 来自内蒙古
的颉元芳创作的人物绘画《博克手》单从用色上就有
鲜明的地域之风，更被称作纪念碑式的描摹；青岛女
画家笔下数不清的海岸湍流、崂山意象……

这座城市对于王丽南而言同样是灵感之源，不
论是 2014 年刚毕业那会儿，还是去景德镇做“景漂”
的日子，她的创作中永远少不了青岛山海的影子，它
们就隐藏在那些陶艺作品自然风格形态的纹理和褶

皱中。去年的那场“盛如夏花”全国新锐艺术家邀请
展王丽南也参展了， 而前来观展的前辈艺术家刘牧
虹独独就对她的作品情有独钟， 称其陶艺作品有着
与年龄相契合的纯净。

因为疫情，王丽南终止了“景漂”生涯，重回青
岛。她亦坦言，青岛虽没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艺术
品消费的热闹， 却也有着相当纯粹的与之精神契合

的艺术群落， 她所熟悉的青岛女艺术家大都在创作
中忠于自己的表达，且相当勤奋，在她看来，这正是
城市艺术创造繁荣的根基，“对于我们而言， 能够让
艺术家即时汲取艺术养分和灵感， 便是青岛这座城
市的属性，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创造艺术融入生活的城市路径

《春潮》，悬置于展厅的这件作品以其独特性吸
引参观者的注意力。 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青岛现代
创意传媒学院的崔琳琳以在丝帛上绘制女性不同人

生阶段的心路历程的方式， 传达她作为艺术家的生
命思考。然而，她计划呈现的“作品”，绝不仅仅局限
于一件装置艺术的独特。

清华美院毕业后崔琳琳去到伦敦艺术大学读硕

士，从那时起便频繁出入国内外的众多艺术展事。从
事新媒体方向视觉艺术创作的她， 自从 6 年前回到
青岛， 就一直在探寻这座城市艺术与生活相连接的
可行路径。如何让艺术品牌 IP 深入生活，让艺术融
入生活成为这座城市的一种习惯？在崔琳琳看来，对
于当代艺术或者时尚艺术， 青岛人一开始或许达不
到接受的深度和高度，他们需要引领。她需要开展一
场特别的非传统意义的展事， 将之打造为可持续的
城市艺术品牌活动。

实验影像艺术节———崔琳琳为她计划实施创作

的新作品初拟了名称， 而正是在青岛市雕塑馆频繁
开展的展事中，她邂逅了刘琳，一位与她曾就读同一
所大学的志同道合的校友。在刘琳的艺术规划中，一
个名为“胶东国际文化客厅”的艺术创意综合体呼之
欲出，“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城市周边，人们
在这里能够观展、欣赏和学习传统以及现代艺术，沉
浸于新媒体艺术空间， 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亦可体
验美食和文创，是否值得期待呢？”刘琳期待自己即
将在 7 月份开启的新文化空间能够成为崔琳琳的艺
术节的载体，而二人都期冀担当某种引领，让人们离
艺术的氛围更近。

“在青岛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人们面对
一件新作品时，不再仅停留于拍照打卡，他们更想去
深入探究，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引导孩子，去品味和
思考。也能感觉到，我所工作的西海岸，年轻的学子
越来越聚集， 青岛年轻的群体期待拥有更高品质的
美学生活。这也让我得到启发，能够与朋友们共同去
做出一些可行的努力，为城市创造更多的艺术价值。

当 90 后们开始
感慨岁月催人……

在最近青岛忽高忽低的温度里，
大家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春天

来了。
在公共话题领域， 春天是少有的

大家都愿意赋予其美好寓意的话题。
哪怕是史上最懒的诗人金昌绪， 在他
一生仅传世一首的诗《春怨》中写道：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看似在抱
怨春天， 却把春天生机的一面衬的更
加明显。

在微博上，一个名为“春日须尽欢”
的话题， 给冲浪的 90 后们提出一个
问题： 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十八岁，你
会做什么 。 在各种脑洞清奇的回答
中，90 后突然意识到， 原来季节交替
不仅带来了温度的变化，还有时间的
流逝。

这群年轻人开始领会岁月了，其
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最近文娱圈发生的

一些事情， 陪伴这群年轻人长大的演
员、 歌手们正在以告别的方式最后出
现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赵英俊、吴孟
达……这些逝去的名字对 90 后而言
是特殊的存在，他们更多地出现在 90
后童年的银幕影像中， 或者一小撮人
喜爱的小众文化里。

可能 90 后最初认识他们的时候，
网络还不发达， 以至于吴孟达等人并
没有跟着时间走进这个信息刷屏的时

代里， 于是成为年轻人心中永远长不
大的彼得潘似的存在。 不同于 70、80
后在吴孟达去世的消息中感同身受着

他曾塑造过的小人物式的配角， 审视
着自己爱与心酸并存的人生。90 后震
惊于在流逝的时间里生命的脆弱和周

星驰、 吴孟达等人原来已不再是记忆
中那个年轻的存在，90 后的童年记忆
也在慢慢消失。

而当下的文娱创作也敏锐地捕捉

着这一代年轻人集体意识的幽微转

变：在岁月带来的变故中，年轻人愿意
开始相信不变的、 可以视为永恒的东
西用以平衡对逝去过往的无力。 这也
是为什么央视新综艺《典籍里的中国》
打破了年龄壁垒， 成为少有的被年轻
群体催更的文化节目的原因之一。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一个舞台，
讲一本经典著作，以现代人穿越时空
与古人的对话方式，在第一期节目就
让原本晦涩如深的 《尚书 》在时空的
转换中变得生动起来，从上古大禹治
水，商末牧野誓师，春秋孔子授书，西
汉伏生护书……和它有关的岁月一
一浮现。

“华夏为何一体？”“自古就是一
体。”“2000多年后，你们还读《书》吗？”
“读。”故事的最后，年逾 90 的伏生回
望撒贝宁，迈着蹒跚的步伐回到过去，
颤巍巍地说着：“《书》 有了你们的传
承，我放心了。”这种跨越时空的相遇
打动了不少年轻人， 除了节目创新性
地用“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形式展
示内容外，更重要的是，节目背后生生
不息的文化脉搏在古老的中华典籍中

薪火相传， 它契合着当下年轻人在时
间流变中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 在变
化中寻找永恒的存在来对抗不可逆的

时间。
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里， 他们

不愿再用“年”这个单位来丈量生命，
他们清楚地知道时间从不站在他们这

一边， 所以他们在微小却无可替代的
个体痕迹中， 以自己的方式找回失去
的时间。

这也让一些特别的文化现象只存

在于青年群体中， 比如他们认真地做
手账记录生活的点滴， 比如在每一个
季节和月份的起始虔诚的在朋友圈写

下“春天你好”“三月你好”，比如在看
完综艺后立志读完《尚书》……

所以， 如果你身边的年轻人正热
情的在朋友圈里迎接着春天， 在微博
上热血的催更着一档文化节目， 别诧
异， 这是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将冬天
里失去的，在春天里重新找回来。

张芝萌

虎妈遇见李焕英

代霜蓉看来， 钢琴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表现，“我是 70 后，那时候专业学音乐
的人非常少，往往是音乐世家，那时候大
家对钢琴还有种神秘感。 后来学琴的孩
子多了，钢琴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因为
大家经济条件提升了， 钢琴又比较容易
上手。但是到了现在，很多 80 后 90 后的
家长，他们小时候学过钢琴，当了家长后
就在考虑：该如何让孩子学钢琴？”

在代霜蓉看来， 中国家长在学琴方
面管得太多， 压制了孩子的音乐学习兴
趣， 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音乐乐在
其中。“可能五六岁的时候天天学琴又哭
又闹， 但是到了五六年级之后孩子不用
家长督促，自己就去练了。这个年龄的孩
子发现弹琴不是那么难了，比学习简单，
而且孩子成长中越来越喜欢唱歌听歌，
音乐从钢琴上淌出来，不仅有幸福感，还
能表演给朋友看， 增加了自信心和自豪
感。很多孩子找到了内动力，一路学到了

初中。”代霜蓉认为，“重要的不是考了几
级，而是保持孩子终生学习钢琴的兴趣。
孩子们需要在学琴过程中发现‘音乐对我
生活有很重要的作用’，听到那个歌马上
反映出来是几几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终生学习是我们学习音乐的态度， 钢琴
也会更加深入大家的生活———就好像有

些欧洲小镇，可能只有不足百户人家，路
上经常能听到钢琴声，医生、科学家都弹
一手好钢琴。”

家乡味道，艺术渊源

从青岛的琴童， 成长为钢琴考级国
家标准制定起草人之一，代霜蓉经历了钢
琴学习、演奏、教育的全过程。在与青岛乐
迷的分享过程里，她展示了贝多芬、肖邦、
李斯特、萨蒂等不同流派钢琴大师的作品
演奏要点，条分缕析，一语中的。海量曲目
也是她在中国、美国、意大利多年求学、演
奏、教学的积累。疫情影响下，国外重要的
钢琴大赛比如肖邦大赛、 范·克莱本大赛
等都推迟了，国内的钢琴比赛、钢琴考级

也受到了影响。代霜蓉介绍，线上成为疫
情期间钢琴培训的重要渠道，业界也在探
讨线上钢琴教育的可行性。

近年来忙于各城市巡演、培训，代霜
蓉也关注家乡的发展，“我是土生土长的
青岛人，曾在台东六路读小学，初中高中
都在十九中 ，对中山路的繁华 、台东的
烟火气有非常多的记忆 。 现在回到青
岛，看到跨海大桥我很吃惊，‘这还是青
岛吗？’”她特别难忘青岛的美食，“中山
路三角地的烤肉串，跟其他城市的味道
都不一样 。每次回到青岛 ，感觉空气的
味道都不一样。”代霜蓉回忆，自己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学习钢琴，那时候多位青
岛名家特别疼爱自己 ，“最开始的都是
免费教钢琴，那时候我的钢琴老师是李
秀文，还有陈元文、拾景林老师，都给过
我很多鼓励 。我读谱特别快 ，每周练习
得比别的小朋友熟练，每次得奖也让我
对学习过程有信心。老师除了教给我技
术之外，还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对待人
生的看法，这在我小时候的学琴过程中
非常重要。” 米荆玉

青岛的女艺术家因为持续的品牌展览活动不断汇聚，正日益壮大成为
城市艺术的“她力量”———

她们说：艺术的春天需要创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在水彩作品的包围之

中，崔琳琳丝帛材质的装置
艺术作品《春潮》悬于青岛
市雕塑馆的展厅，一抹青绿
柔软地盎然生发，一如她的
心情。

这不是崔琳琳第一次

现身雕塑馆，2020 年她的
两件装置作品入展在这里

举行的 “2020 盛如夏花·
全国新锐艺术家邀请展”，
而这次首度参展 “在水之
湄”女艺术家邀请展，她亦
格外在作品中张扬女性主

义。 随着参展频次的增加，
英国归来 6 年的崔琳琳以
女性艺术家的敏锐，明显察
觉到一个艺术的春天在这

座城市的萌发。
临近“三·八”妇女节，

青岛市雕塑馆再度成为女

性艺术家汇聚之所。一年一
度的“在水一方”女水彩画
家作品展已经不间断举办

了 10 年，“在水之湄”女艺
术家邀请展，连续举办了五
届。今年双展并行的阵列显
然更加壮大。有更多像崔琳
琳一样的青年艺术家加入

到持续开展的品牌艺术活

动中，不只有水彩，更加多
元的综合材料、新媒体方向
的当代艺术创作也开始进

入青岛主流展览的视野，女
性艺术家不断汇聚，正成为
日益壮大的城市艺术“她力
量”， 开启一个艺术创造的
春天。

代霜蓉：青岛走出钢琴教育“泰斗”
岛城钢琴教育名家辈出，王重生、

王复生姐妹在解放后开设钢琴课，数十
年来，从阳信路王重生家中走出了以钢
琴家逄勃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音乐人，
而拾景林、卫睿华、李元文等众多钢琴
教育工作者也把音乐的种子撒遍了青

岛。新一代音乐人不断崛起，新一代钢
琴理念也在逐渐传播。1月底， 青岛籍
钢琴家、中国音乐学院代霜蓉副教授与
青岛大剧院合作，为岛城乐迷呈现了百
年钢琴演奏技法的演变， 备受乐迷欢
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代霜蓉在岛城
接受了众多钢琴名家“传功”，大学时代
又在北京获得了众多钢琴家的真传；近
年来她出任中国教育协会音乐教育委

员会会员，担纲中国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考级全国通用教材（钢琴）编写，走遍全
国培养钢琴师资力量，为新一代中国钢
琴教育制定标准。 既接受过大师亲炙，
又为众多钢琴教育者传功，代霜蓉对钢
琴教育的看法带有极高的示范意义和

时代特性。

■崔琳琳正在布展自己的
作品《春潮》，悬置于展厅的这
件作品以其独特性吸引参观者
的注意力。

�� ■■孙小娥创作
的作品《泊》以青岛
深海捕鱼常用的漂
铃为主要素材。

■刘琳正
在展厅内布展
自己的作品。

本版摄影 王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