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一阵，外地来京出差的老同学不无
感慨地对笔者说：“真羡慕你们，周围有那
么多可以看的展览。”受他启发，笔者翻看
了近期在北京举办的展览目录，正有 100
多个形色各异的展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出展。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样
有上百个展览，其中既有常见的文物古籍
展、当代艺术文化展，还有面对各种小众
群体的特色主题展。

数量庞大、精彩缤纷的展览正填充着
我们的业余生活。如果时间有暇，何不利
用这些资源，在展厅的大空间里延伸自己
的小世界呢。

他们我们每个人

多样化、高品质、有个性是
今年以来文化类展览受人欢迎
的原因

取名于捷克人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同
名小说的当代艺术展“过于喧嚣的孤独：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潜行者”于本周日落下
帷幕。这个在北京出展一个月的展览以
绘画、装置、摄影、当代水墨等多形式的艺
术作品，展现潜行于中国当代艺术喧嚣语
境之下的部分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正如
其策展人夏季风所言，当喧嚣和狂欢成为

“85新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新图景，重
提“孤独”似乎显得有些矫情和不合时宜，
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却说：“因为我有幸
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不孤独，我只是独
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
中。”展览通过那些与喧嚣和狂欢设法保
持距离的艺术家告诉观众，中国当代艺术
的果实不止于徒具华丽外表，拥有坚实的
内核和令人欣慰的重量感的创作，才真正
具有说服力和打动人心的能量。

在上海，同样以当代艺术为主题的
“我们︰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力
量”离结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此展
中，56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被
称为“我们”这个整体，他们用架上绘画、
雕塑、装置、行为乃至表演领域，以“情感/
体验”“物质/语言”“现象/事件”“剧场/表
演”的形式展现艺术家在当代语境中个性
化的思考和精神。显然，从欣赏方式上
看，“我们”已意识到单一的展示不足以满
足观众，所以“我们”邀请观众融入展览并
参与现场艺术创作，打破观众与艺术家之
间的距离，从而消解横亘在公众和艺术之
间显在或隐性的障碍。

然而，无论是“潜行者”还是“我们”，
都不能定义时今文化生活的风格。因为，
无论是首都博物馆人气爆棚的海昏侯特
展、妇好特展，还是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
办的院藏历代名家梅花展，湖北美术馆举
办的雷诺艺术收藏展，深圳博物馆举办的
欧洲玻璃艺术史珍品展⋯⋯种种以古代、
现代、国外、专业、个性等各种角度为主题
的展览，都在满足不同观众的文化需要。
多样化、高品质、有个性才是当下文化展
览受人欢迎的原因，少了哪一种都不足以
打动挑剔的观众。

同样，站在策展方对面的观众，需要

做些什么呢？诚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够拥有相当程度的艺术评价水准，但这不
会妨碍人们去欣赏美。在如今各大城市
都能拥有展览文化资源丰厚便捷的条件
下，只要离开自己的小圈子，到外面的展
览馆走一走，改变单调平淡的生活，未必
不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正如有一次，中国
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旅途中偶遇一对在
京工作的博士夫妇携子探亲，当这对夫妇
谈及在京工作多年不仅没有看过什么展
览，甚至老家一处古迹名胜也从未去过
时，吴为山就建议说：“为什么不到美术馆
去转转，远的地方不好去，近的展览到处
都是啊。”

听到看到感受到

互动不再是餐后甜品，它渐
渐成为展览中不可取代甚至最
重要的那一部分

如果说今天的文化展览与过去相比
最大的不同，应该是观众开始与展品之间
产生了更多良性的互动。笔者曾就这个
趋势，与几位从事博物馆策展的朋友询问
过类似的问题：“观众想要的只是一次异
乎寻常的经历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和
我们以为的之间有多大区别？”

显然，不同人对展览的感受不同。近
一年来文化展览有一个风向，就是大师特
展比较多，其中固然有专业公司运作的因
素，但观众审美需求提升亦是客观现实。
而布展机构为了更多人关注，就会把与观

众互动当做是展览中的重要部分，而不是
餐后甜品。正如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
副馆长傅军在其文章中分析说，互动的展
览消费是一种情景式消费、体验式消费，
甚至对很多年轻观众来说，看重展览的

“互动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对于展览
的“知识性”。正因如此，满足观众在观展
时的各种心理期待，实现他们在观展时的
互动需求，越来越成为主办方努力的方
向。于是，我们看到特展中有专设主题场
景供观众们拍照留念的；也有设置互动视
频的，现场完成创作的；导览方式也越来
越趋向便捷，无须租用专用设备，只需要
观众用手机扫一下每件作品专用的二维
码即可知晓，诸如此类。

在这样的展览思维运作下，甚至有一
些创意展览已经把互动作为展览的主要
方式了。今年，类似的展览不在少数，而
且这些展览也不再只存在于博物馆美术
馆艺术馆中，商场、写字楼都成为了展览
的新地址。比如近期正在南京出展的

“Rain Box 淋一场不湿身的雨”，强调观
众在展厅中的视觉和身临其境的感受。
如果在雨中行走，你可以听到、看到、感受
到雨，却完全不用担心会被淋湿，因为房
间内隐藏的 3D 镜头，会将你的位置实时
传送到控制系统，让雨变得可控制，防止
被淋湿，从而营造出“身在其中，却又仿若
置身事外”的神奇体验。

类似这样以互动为主题的展览同样
可以在其他城市寻觅到。北京星空错觉
艺术馆正在出展的“趣过·星空艺术展”，
就是将科技装置与艺术想法结合起来，创
造了“无限星空”。这些以体验为主的展

览，已经成为各类文化展览目录上被人关
注最多的一部分。它可以被称为展览，也
可以当做是另类体验方式，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感受，扩大了传
统意义上文化展览的边界。

当然，互动不光是来自于展厅内，讲
座同样是互动的一部分。最近首都博物
馆就讲了一堂《商代王后妇好形象》的课，
它是“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
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的一个部
分。抱着看过展览后的余热，很多观众还
会继续关注类似的话题，比如有人会对

“司母辛鼎、司母戊鼎的命名”感兴趣，有
人会对这个王后为何还是女将军感兴
趣。然而，这些疑问常常不是靠博物馆中
的解说员或导览器就能解决的，所以现
在，不少博物馆在举办一些重要的展览
时，都会同时邀请学术专家开办相关话题
的讲座，给感兴趣的观众提供更多的知
识，当然这些讲座通常也是免费的。

这两年，出现在人们身边的展览越来
越多了。从客观来说，绝大多数人其实在
踏入展厅前对所看展览的内容非常陌生，
甚至一无所知，但是走进展厅的过程，往
往就能打开生活的另一扇门。正是抱着
这样的期望，展览吸引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信你进去看一看。

文化展览：延伸你的世界
□ 程文艳

出于个人兴趣，我参与了本地一家读

书会的运营，也关注过身边许多其他读书

会的活动。时间久了，难免有些零敲碎打

的感想。

读书是个人之事，但读书会不是。学

海无涯、知识无边，个人天资再高、后天再

怎么努力，总还是有很大局限。这样的局

限，就得靠旁人来弥补。我平日的阅读习

惯，多偏文史一路。社科经济，仅是半吊

子，自然科学，更是难入法门。即便是在

兴之所至的人文历史方面，我也不过是个

门外汉，缺乏系统完整的知识训练。加上

智力平平，时间又有限，只能依靠各路师

友多多提携，方能有所增益。

所以我很看重读书会的存在，曾经

为亲身参与的读书会写过一篇题为 《因

为读书，我们聚首》 的文章。后来有朋

友说，愿“以书会友、以友辅仁”。这也

是我理想中读书会的样子。它不是一句

空话，既反映了读书会的学术功能，也

体现了其社会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少

了前者，就读不了书；没了后者，就会

不了友。前者是后者的缘起，后者是前

者的延伸。

可别小看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

做 起 来 难 。 以 我 自 己 参 与 的 读 书 会 为

例。每期活动，都会选择一本固定的书

目，围绕其主题展开相关的讨论。自身

定 位 ， 是 人 文 社 科 经 典 阅 读 ， 所 选 的

书，大多也具备一定的阅读门槛。许多

朋友坦言，对你们的活动，基本是“敬

而远之、望而却步”。而一些来参加的朋

友，基本也就是凑个热闹，要么事先没

有读过，要么对相关话题没有太多的见

解，总之就是拒绝发言。导致的结果，

或者是让讨论沦为一言堂，又或者成为

少数几人的自娱自乐。长此以往，读书

会的质量，难以提升。

其实各位不妨扪心自问，这所谓的阅

读门槛，真的那么难以跨越吗？或者说，

用心读书、认真思考，真的变得如此困

难？面向公众的读书会，毕竟不是关起门

来的学术研讨，我们这些组织方和参与

人，都是提倡业余读书，并非学术上的大

拿和教授。我们也始终坚持民间导向，从

不邀请任何的专家学者，支撑我们的，只

不过是浓厚的兴趣和满腔的热情而已。

纵如此，仍逃脱不了“高深、难懂”之类的

评价。

嫌高深难懂，却偏偏又要读书，那怎

么办？“全民阅读”已成为潮流，身边的读

书会，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看来大

家平日里都在蛰伏，就等着上头的一声令

下。有的会请一些名人站台讲座，招呼不

少群众前来围观；有的以书之名组织活

动，顺便游山玩水；有的可能是出于公心，

四处散书发书；还有的则吸收天地之精

华，提倡身体力行，与自然同为一体。总

之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片热闹景象。

这些也都是好事。听讲座，可采名家

之长，补自己之短；搞活动，可走遍四方，

休养生息；做公益，可遍撒书籍，让大家都

有书可读；天人合一，可强身健体，又可除

去书斋里的蠹虫之气，达到物质和精神双

丰收。最重要的，是门槛低，能够吸引不

少人，可以广交朋友。

交友的方式有许多种。去唱 K，可以

交友，但总得有人拿着话筒，保证从头到

尾唱不停歇；去吃饭，可以交友，哪怕一个

朋友都没交到，饭总能吃得饱；去旅行，也

可以交友，再不济，风景还可以看在眼

里。去读书，当然更可以交友。不过既是

参加读书会，我就想问一句，朋友交到了，

那书读了吗？要是读了，读了哪些，有什

么感想？

我希望能有一大帮人来指着我的鼻

子，理直气壮地来反驳我。如果没有，或

者很少，那我只能断言，不是我们的门槛

高，而是你们去读书会的目的，压根就不

是读书。你们没有读书，只有会。

在设计师眼中，日常的生活用品常常能给
他们带来奇思妙想，比如餐具。通过新颖独特
的创新思维，他们乐于在细微之处帮助更多人
利用餐具，来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台湾女孩姚彦慈，大
学毕业后到美国学设计。她最出名的作品就是
一套为老人设计的餐盘，她想让生病的外婆吃
得更独立、有尊严。因为她在外婆过世后的想
念中慢慢发现，原来当初的外婆并不是不想和
他们聊天、打牌，而是害怕犯错。于是，她决心
借助自己的特长来帮助更多患有老年痴呆症的
病人。

这套叫做 EATWELL 的餐具，怎么帮助老
人容易吃饭呢？姚彦慈的设计理念是经过对杯
盘的角度的科学计算，如盘子和汤匙的弧度刚
好可以吻合，方便喝汤和舀取食物，而碗的一侧
则呈现直角，可防止食物泼出。餐具的色彩也
很鲜艳，这是因为鲜艳的色彩可以促进食欲，让
每个失智者平均多摄取 24%的食物和 84%以上
的水分。

同 样 是
为了帮助病
人 ，工 业 设
计 师 西 蒙·
金奈尔希望
想要帮助视
障患者改善
每天生活所
需的用餐环
境，让三餐简单自理。由于视力受损，患有视
力障碍的病人在生活起居上几乎都需由另一
人陪伴协助，但却很难找到 24 小时完全贴身
的照顾者。因此他在各式各样的餐具上加入
了类似点字概念的立体标记，让视障者经过学
习后能正常使用餐具。虽然视障病人也可以
借由触摸餐具的所有面向来辨认，但加上立体
标记后，只需触摸到关键处就能省去更多的辨
认时间。

需要解决吃饭困难的，还是刚刚开始学习
吃饭的婴幼儿。为了帮助婴幼儿尽快学会自己
吃饭而设计的儿童餐具应运而生。

这套餐具将碗的边缘设计成了内翘的造
型，这样就能够更容易沿着碗将食物放入勺内，
而不至于洒到外面，而勺子后部也设计了较深
的弧形，可以方便宝宝自己动手将饭送入嘴
里。因此，小朋友在学着自己吃饭的时候，就不
至于搞得餐桌上一片狼藉了。

平常人其实也
会遇到吃饭上的小
难 题 ，有 时 候 便 携
式 餐 具 就 大 有 用
途 。 比 如 这 套 将
碗 、勺 子 和 筷 子 集
于 一 个 整 体 的 组
合 ，就 能 帮 助 人 们
随 时 随 地 享 受 美
食。这款餐具采用
的 是 新 型 环 保 材
料，可扭曲折叠，而
且十分耐高温。所以，它既方便携带，还能解决
喝汤喝粥等小有难度的吃饭问题。

这 4 套餐具看似简单，但它们不光身具实
用性，还表达了创意设计师们的关爱之心，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类似设计出现在我们身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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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读书，还是会？
□ 半 岛

餐具里的关爱

□ 曹 薇

☞ 今年文化类展览的目录有点长，一定会有你感兴趣的那一场；

☞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许任性，说走就走看一场展览就轻松得多了，只

需要带上你的眼睛和心

经过创意设计的餐具，不仅具

有实用性，还表达着设计师们的关

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