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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展：一座城市的文化“深呼吸”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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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艺术

王绍君：
光影筑梦，执念家乡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近日，第48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该电影节行
业交流活动之一——第五届“中国电影展”同步启
动。本届“中国电影展”参展影片 35部，包括《流浪
地球》《长津湖》《你好，李焕英》等等。由青岛年轻
女导演王绍君执导、在崂山取景拍摄的纪录片《棋
梦》入围并参与展映。

王绍君刚过而立之年。近年来，她以崂山为
创作背景，聚焦主旋律题材创作，以女性特有的
细腻、明亮、温暖的视角，带来了一种新鲜流动、
多姿多彩的光影风景。在重要时间节点，对平
民英雄的描摹上，对历史记忆的书写上，她从未
缺席。

故乡是最生动的创作源泉

“对于我而言，镜头是寄托情感的信仰，镜头与
家乡如同量子纠缠一样无法切割。所以，我的每一
部作品都是以光影的方式记录，向生于斯长于斯的
青岛致敬。”王绍君是地道的青岛大嫚，从小受家人
影响，对于文学作品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作为80年
代末出生的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学生时代“孤独”的
阅读与绘画为她日后从事影视行业以及纪录片、微
电影编剧打下了基础。

青岛独厚的“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总是能给有
心人增添几分灵动的艺术思维。大学毕业后，王绍
君回到青岛，先后在报社和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
间。她回忆起那段经历总是心存感激，在报社锻炼
了自己的文字功底与缜密心思，在电视台让她了解
到如何用镜头表现书面语言。这些实践经历给予她
后面的影视人之路，做出了如同交响乐前奏一样的
起承铺垫。

“只有在烟火人间探寻，才能上升到艺术的高
度，真正创作出打动人心、化育人心的作品。”近几
年，王绍君一直将影视创作重心扎根在崂山，用独
特的视角，通俗且具有艺术性的镜头语言，讲述崂
山元素的红色故事，策划并拍摄了多项以崂山为背
景的感人故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人民英
雄纪念碑碑心石开采和运输的纪录片《人民英雄纪
念碑——背后的故事》，以山大“民先”为代表的、青
岛抗日战争初期特支抗战题材纪录片《追寻——青
岛特支在崂山》《追忆崂山抗日烽火》，以及目前正在
拍摄中的以青岛特支领军人物为原型的《英雄陈振
麓》等系列作品。

呈现更多的崂山光影样本

“拍摄《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既是
一部纪录片的倾情创作，更是我们这些“80 后”和

“90 后”创作团队精神的一次洗礼与升华。”王绍君
介绍，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当年采集人民英雄纪念碑
原石的料石场早已成为现代化住宅小区。他们在拍
摄过程中了解到，参加碑心石和十大建筑开采、目前
记有姓名的有152人，还在世的仅不到10人，且都在
90岁以上。

老石匠们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平凡的生活一次次
感动着王绍君。在北京拍摄外景的某一天睡不着，
她决定去看升旗仪式，在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
好旭日东升，迎着朝阳，国旗缓缓升起，阳光洒在每
一个人的头顶。那一刹那，她热泪盈眶，脑海里尽是
歌里唱的“红日出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
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
不但拥有一颗火热的“青岛心”，还凝结着青岛老石
匠们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与善于团结、顾全大
局的集体主义精神。

微电影《棋梦》取景及整个故事框架，围绕着崂
山育才学校六年级学生棋棋，在业余爱好与学习之间
的矛盾冲突展开。“本片充分站在孩子及家长以及教
育工作者三方角度剖析矛盾，解决问题，情节轻松，语
言诙谐，氛围温暖，一经上映深受在校学生以及家长
的喜爱。”王绍君坦言，影片在国外放映之时，影厅里
的观众都能够会心一笑。这表明，电影的语言无国
界，观众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天然而充分的“共情”。“最
重要的是，本片主角棋棋在老师与家人共同引导下，
开始学习下围棋，遇到挫折自强发奋，最终解开心结，
找回初心。”

“纪录片正在成为一股新力量，真实地记录着时
代。”在王绍君看来，很多艺术不是为了娱乐而生，更
不是为了流量而来，尤其是纪录片这种特殊的镜头
文本，承载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执念和责任。她希望
自己能够耐得住寂寞，像做文艺片一样做光影的“苦
行僧”，在传承与记录城市的文脉方面，成为照亮家
乡、照亮自己的一抹敞亮、动人的光影。后续，王绍
君还将筹拍更多以崂山红色元素为背景的纪录片，
沿着崂山的“红色地图”脉络，解密更多源自崂山的
红色历史。

在地化艺术节和文化嘉年华

作为典型的“人造节日”，当代艺术节具
有特殊的节点属性。尤其在地化的艺术节，
于深远的“在场感”意义，在城市的艺术命题
上预留更广阔和更宽泛的发展空间，是城市
的文化嘉年华，更是对城市艺术的无限畅想
与真挚探索。

一年一度，50 个国家 150 位艺术家的作
品再聚青岛。2023（青岛）国际艺术展青岛年
展以“自然生长”为年度关键词，涵括“20 届
AAmA国际艺术展青岛展”“2023（青岛）年度
艺术文献调查展”“观念转移——中国青年艺
术家独立展”以及“擘画·青岛——首届国际
艺术名家 30 人邀请展”等多个单元、三大展
区，继续秉持打造“具有地缘特质的城市艺术
节”的目标方向，展示、传播不同地域文化的
差异性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明的开放性，
助推青岛艺术城市建设。

此次主办方特意举办首届国际艺术名家
30 人邀请展。作为本届年展的重磅单元，来
自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奥地
利、毛里求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立陶宛
等十余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展，用艺术之
笔擘画崂山之美。“我和许多国际艺术家一起
来到青岛，真是太棒了！我们每一位艺术家
都代表自己的国家，带来自己的语言和表
达。这是一次精彩的体验。”毛里求斯艺术家
杰拉德安可表达了自己对青岛以及这个活动
的青睐之情。

著名画家、诗人林继昌特地为这个青岛
的“艺术节”新创作了水墨画《高崖出云端》。

“其实，我此前并未见到真实的崂山，这幅画
靠我的想象跟传说来完成。在我的印象中，
崂山那种天地之间的魂魄，可以像高崖一样
上云端。这是艺术的精神，也是人类的精
神。”他表示，非常期待接下来在崂山的实地
采风，对应这种实景，以后会创作一批跟崂山
有关的作品。

“本届年展以‘自然生长’为关键词。这
是一个双关的词语，一是要继续秉持打造‘具
有地缘特质的城市艺术节’的目标方向，作为
一个艺术孵化器，启迪并推出更多的本土艺
术家作品。二是以这种具有艺术共同体的语
义，让更多国内外艺术家的目光关注青岛，助
力青岛打造艺术之城的文化品牌。”策展人李
会展表示，将通过系列艺术活动的举办和无
国界信息释放，让更宽维度的世界群体，了解
作为主办城市青岛所具有的开放、兼容、时尚
的城市文化形象，为跨界域的相互自由交流
搭起链接桥梁。

全国性视野和严肃学术展

当下的展览呈现两条并驾齐驱的路径。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成为展
览界新课题，人工智能、互动光影、虚拟现实
技术等科技元素被引入艺术展中，观众从视
觉效果、场景营造和展陈设计中感受到新鲜
与生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严肃学术类
展览成为大众美育的沉浸式课堂，更多深沉
而绵长的美学哲思对公众的审美思维影响有

厚度、有深度。
11 月 25 日，《艺术为城市赋能·2023 青

岛公共艺术邀请展（抽象雕塑篇）》在青岛市
雕塑馆举办，与前期举办的《超边界·公共艺
术赋能城市更新实践作品展》一脉相承，各
种全国范畴的专业委员会支持的展览，是中
国城市更新与文化建设成果的艺术盛宴，也
是重新审视公共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学术探
讨，更是提升青岛观众解码新公共艺术水准
的鲜活平台。

“青岛市雕塑馆的文化品牌‘青蓝之
梦’——九大美院师生展，也是一个具有连续
性、延展性、学术性的艺术项目。”青岛市雕
塑馆艺术活动负责人叶东炜告诉记者，这个
系列展始于 2016 年，目前已经展出了湖北
美院、西安美院、天津美院、四川美院等专业
院校的展览。这些在国内堪称“天花板”级
别的美术院校，几乎以“搬家式”的办展热
忱，向青岛公众奉献了顶级的师生精品佳
作。这对于开拓艺术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和
艺术修养，为城市格调融入艺术情怀，可谓

“久久为功”。
在海安路某小区居住的葛女士是一个收

藏达人。她说，她与家人每周的打卡点就是
青岛市雕塑馆。这个“家门口”的艺术地标，
常年展出具有全国视野的高端展览，对于提
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
用。“现在的艺术展览是挺多的，但很多展览
也就是为了打个卡，图个新鲜。而这个馆里

的展览能让人沉下心来去体验美的世界。”她
还提到，夏天的时候，她常带外地的朋友来参
观雕塑馆，将这里作为青岛游的重要景点，

“因为这个在海边的雕塑馆，以及他们推出的
每一个亮眼的展览，会让朋友感觉青岛是一
座很文艺、很有魅力的城市。”

像葛女士这样被严肃学术展“圈粉”的观
众不在少数。此前，青岛市雕塑馆举办的“青
蓝之梦·鲁迅美术学院师生优秀美术作品
展”，就用心、用力地呈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
塑、绘画等美术学科多年来的教学与创作成
果。鲁迅美院师生扎实的基本功和创作力，
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

“其实，这种学术展除了高水平学术成果
的集中呈现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社
会美育现场充分结合。展览向社会公众免
费开放，青岛本地高校、中小学相关专业师
生可以前来学习，将课堂搬进展馆现场。他
们在发现美、欣赏美、感受美的过程中不断
提高审美能力，让艺术走出教室、走向生
活。”叶东炜说，在这个展览现场，青岛六中
创意班的学子们不仅近距离参观了来自鲁
迅美术学院的艺术佳作，还将自己的创新作
品搬到了雕塑馆，与参展嘉宾面对面地沟通
与交流。

公共艺术机构本身就是城市的文化产
物。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学术展览的复合
型和纯粹性，就像一粒美好的种子，来日将收
获万紫千红。

不同规模、
不同风格的艺
术展览让城市
的美好悄无声
息地展现，亦在
激活地方的文
化创新力和文
化竞争力

■王绍君

当下，在大众乐于
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
中，看展成为一种高级
的审美意趣和风行的
社交方式。像青岛这
样体量的城市，每到周
末会有十几场不同规
模、不同风格的艺术展
览 ，在 美 术 馆 、博 物
馆、图书馆、艺术馆、
书店、酒店、写字楼等
不同的艺术空间同时
开展。艺术展览让城
市的美好悄无声息地
展现，亦在倒推激活地
方的文化创新力和文
化竞争力。

近期在青岛展出
的几场展览，作为一种
典型的“艺术预见未
来”的文本样式，尤其
表明了一座城市可以
承载什么样的展览，便
可以用跨时空解读的
维度，洞见这里的未来
可能性。

■在雕塑馆展出的丁伟年作品《鲁迅》。 ■在V出口美术馆举办的“20届
AAmA国际艺术展（青岛）”现场。

■青岛市雕塑馆展出的“青蓝之梦·鲁迅美术学院师生优秀美术作品展”现场，
前景为李彤彤作品《闻鸡起舞》。

■“首届国际艺术名家
30人邀请展”现场。

■“青蓝之梦·鲁迅美术学院师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展出的邹洪元的作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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