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传统 传授技艺

“散书堂邀请展”开幕

筅 记者 张文菁

本报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有学问，都是技

艺。 8 月 25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书画艺术展“散书堂邀请展”在文定

路画家街徐汇区书画协会汇弘楼展

厅举行，古筝、茶艺表演，配合现场挥毫，

一展传统文化的魅力。

“散书堂”创办人、徐汇区书画协会

会员李亮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 是上海大学特聘书法讲师，“其实这

个展览我们已经想了很久了， 它不单是

书法国画，还有西画，油画，还有一些小

稿， 其实呈现了我们艺术创作的一系列

的东西，如果说特色的话，我觉得

是还是体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对艺

术追求的一些想法和方向。 ”李亮

告诉记者。

据介绍，此次参展的散书堂 14位

书画创作者， 年龄跨度从 60 后到 90 后，

有的毕业于美术院校的国画系、 书法系，

也有油画职业画家，每个年龄段的艺术家

都呈现了自身的技艺水平和艺术造诣。

有人说，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

易”二字。 工作，生活，孩子教育，父母养

老，每一样都是压力。 有一位漫画家，就

试着用幽默的短句和流畅的水墨线条，

来消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压力， 这就是

近年来刷遍网络的“小林漫画”。

“小林漫画”的作者本名林帝浣，是

一位医学系毕业却以画画闻名的艺术

家。 最近，“小林漫画”来到了上海，在徐

汇区天钥桥路 1188 号朵云轩艺术中心，

一场“无需抱怨 可以抱我”2021 年小林

漫画原作展正在这里举行。

“风雨里做个大人，阳光下做个孩子”，

“跌倒不算失败，爬不起来才算”。 一楼展

厅，以镜面漫画和装置为主，鼓励观众与

作品对话互动； 二楼展示一百多幅小林

漫画原作，在浏览和阅读中放松心情，近

距离感受小林画作的艺术魅力。

“小林的漫画我们其实从网络上就很

早就了解到他，知晓他，但是这么近距离

地看到放大的原作还是非常的欣喜，展览

现场又放了好多装置，可以让大家走进小

林的画中，感觉就是特别有代入感。 ”李女

士是小林的粉丝，从网络上得知漫画展的

消息，就推荐给朋友，相约一起来看。

据介绍， 此次展览集结了小林诸多

代表性原作以及小林作品衍生出的互动

装置，分“我”“你我”“我们”三个部分，探

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 是小林作品在上

海首次大规模高质量的完整呈现。

一楼展台前，“小林的漫画世界”格

外吸引眼球。

“这些漫画人物从纸上变得立体、鲜活

了起来，这边有上百号的泥塑小人，小林

老师的铁粉完全可以找到这些人物在漫

画中的出处，小林漫画的文字也非常的幽

默风趣，我们做了各种尺寸的亚克力的方

块装置，这些文字全部都可以活动，可以

任意的排列组合，观众可以在这里互动打

卡，通过文字装置表达自己的内心。 ”朵云

轩艺术中心业务部席怡雯介绍。

从自我到社会，从社会到家庭，最终

回归自我。 主办方表示，这是一场轻松幽

默的漫画展，也是一场可以和朋友和自己

交流谈心、共情共鸣的心灵之旅，每一幅

作品中呈现的或快意或悲伤的生活，都是

向真实的人生致敬。

展览将持续到 9 月 13 日， 开放时间

为每天 10 点 -18 点（17∶30 停止入场），

观展需提供绿色行程码及健康码，做好防

疫三件套，体温检测正常方可入馆。

清新梦幻？ 黑色幽默？

小林漫画，都是生活百味

筅 记者 张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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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上海书

展因为疫情原因延

期， 但在上海城市

各个角落的独立书

店里， 其实依然有

各种好玩又有意思

的书、 展览和话题

等你发现。 在徐汇

区文定路 218 号画家街二楼的乐开书店，

一场名为“越在地越美丽”的在地刊物展正

在举行，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在地刊物，就像

是当地人写给这片土地的情书， 给读者提

供了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另一个角度。

所谓“在地刊物”，指的是在当地生活

的人讲述当地故事的一种刊物。 纽约有

《NEW� YORK》，洛杉矶有《Los� Angels》，香

港有《号外》。 此次展览由乐开书店联合五

月文创， 从各地搜罗到的 120多种地方刊

物中精选出 40余种，整体呈现近年来中国

乃至亚洲地区的优质地方杂志和出版物。

这本由大鱼营造发起、在地居民共创

的《新华录》目前已发行到第三期，作为一

本地方生活杂志，有探店、有故事，从发现

在地魅力到联合街坊邻里共同行动，这本

年刊见证也营造着一个街区的成长生态。

“那些图那些故事一瞬间就能让你代

进去之后，你就特别想要去亲自去了解去

体验，就不太像那种网上很简单告诉你什

么好吃，而且基本上都是网红，他是用在

地居民的那种真情实感告诉你，有这么一

个故事在这里发生，有这么一件事你可以

过去看看，感受体验一下，我觉得像在精

神上的某种呼唤。 ”张小姐告诉记者。

乐开书店店主蜗牛也是从参与《新华

录》的发布会开始，关注起“在地刊物”这

个阅读品类。 今年五月，“在地刊物展”在

浙江临海举行首场展览，蜗牛于是萌发了

把这个展搬到上海，在乐开书店举办第二

回巡展的想法。

“他们有着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和

生命力，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些优秀的

在地刊物， 然后跟当地的这些文化产生

更多的链接，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

纸质媒体的一种力

量。 ”做喜欢的事，

让喜欢的事更有价

值， 持有这样理念

的蜗牛于是和小伙

伴联手， 把这些从

各地搜罗打捞而

来的纸质文本带

到了上海，带进了乐开书店。

在内容整理和布展时， 蜗牛也发现，

来自福建的在地刊物有不少，其中，创刊

于 2005 年的福建本土城市文化杂志《家

园》，十六年来坚持记录城市与乡土变迁，

“与植物相伴”“山上的年轻人”“老有所

乐”。 近年来的每本专题几乎都可以作为

城市生活微面向的专著去阅读。

有别于一般的旅行指南， 在生动、接

地气的文字信息之外，在地刊物提供一种

既陌生又切中要害的真实现场，让更多人

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展览将持续到 9月 21日，每天 11点 -

21 点开放， 所有在地刊物都可以在店内

打开阅读，也有少量可以购买。

“在地刊物展”再现纸媒力量

探索“生活在别处”的万千可能

筅 记者 张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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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长久以

来， 人们普遍觉得精

神疾病与艺术之间似

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相信那些天才艺术家

一定有着异于常人的

精神世界。 进入 20 世

纪以来， 艺术与精神

疾病的关系已成为心

理学的重要课题之

一。 那么现实中，精神

障碍患者的艺术创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日前， 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开设中国大陆

首家精神病院里展示

精神障碍患者作品的

画廊———“600 号画廊”， 心理咨询

师、 精神科医师等专业人士十分鼓

励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艺术表达，不

仅是试图通过其作品管窥他们的思

维与情感， 同时也作为一种非药物

疗法被学界接受。

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宛平南

路 600 号”，这里是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总院院址。“600 号画廊” 的命

名，正是希望以轻松、幽默破除种种

刻板印象的尝试。 画廊具体位置选

在了院区 6号楼日间康复中心的 1楼

走廊。 原本阴暗黑乎乎的走廊变得

温暖、明亮。

首次画展的主题为“原生艺术：

线条、颜色和故事”。“原生艺术”主

要指精神障碍患者等未经专业艺术

训练者所创造的一类艺术。 他们的

创作主题、选材、表现方式不受艺术

流派或流行文化的干扰， 完全发自

内心。

600 号画廊展品的作者全都是

精神障碍患者， 年龄都在 40 岁以

上，长期住院。 经过挑选是具有一定

艺术天赋和表现力的患者， 医生们

称他们为“病人艺术家”。 他们的画

作自觉而发、直抵心灵，给人带来了

全新的感受与体验。 主办方希望它

能够成为公众了解精神疾病和精神

障碍患者的窗口。

前来参观的观众纷纷表示，这些

画作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标题也

很有诗意，令人印象深刻。 画廊作为

纽带， 让公众得以通过作品去感受

精神病患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从而

改变了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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