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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昭辞职，是一个并不算太意外的事件。乐

视生态引发的风波阵阵，乐视影业左腾右挪，顽

强对抗，无法力挽狂澜。 这么一个人的辞职，突

然把一个曾经的风云人物又拉回到了舆论焦

点，勾带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情感。

很多人看来，这是悲情的事情。有的人往人

生的大哲学路子去想， 感慨于曾风光无限的行

业代表，不过几年时间就被雨打风吹去，大道理

没有错，但这也不过是并不新鲜的“眼见他起高

楼”之类的论调。 有的人做行业分析，诸如互联

网、热钱之类；有人幸灾乐祸，有人隔岸观火。

至于张昭是不是个悲情的人， 那得看站在

什么纬度上去看“悲情”。 从俗世一点的职业纬

度，张昭当然不悲情，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经验

丰富、能力强的老法师，一辞职就是行业哄抢的

香饽饽，任何公司都只是他的舞台而已，什么光

线啊乐视啊乐创啊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他在哪。就这点，那些看到“辞职”两个字就心忧

生计的人，可以不用在这个层级聊了。

当然，放在高尚一些的事业纬度，张昭确实

有些悲情，而这份悲情，在大多数心中有理想的

追梦者那里，是能得到广泛共情的。他们感受到

了同为行动者、奋斗者的不自由，从中照见了自

己，心有戚戚。 张昭多次表达，自己想做的是独

立的公司，按照产业发展来进行布局，就是把路

修好，让拍电影的有路可走。但不管是在光线还

是乐视，张昭实际上更像职业经理人，最终没能

得到他想要的独立。去年，媒体以“至暗时刻”为

题，描写陷入乐视危机后的张昭，标题来源于张

昭的一段自我心情描述，是“电影《至暗时刻》，

丘吉尔在地铁里跟英国的民众聊天， 然后再回

到下议院时的那个心情。”当时大家原本以为这

标志着走出了至暗时刻，没想到，至暗还在后边

等着。 然而，要成就一番事业，谁不是一边硬撑

着，一边希望着，而且谁也没法预料，到来的那

个是黎明的曙光，还是更暗的黑夜。

奋斗者的自豪与骄傲，旁观者无法明了，只

能从同类中寻找。张昭就是那个奋斗者追寻的同

类。 而同类者是能给同行者勇气和力量的，就像

朋友圈有人分享的“张昭三句”：“1，拉开时间的

尺度看人生，不争一时一势。2，当你困惑的时候，

学会回到原点，想想初心。 3，从灾难的角度看人

生，作为幸存者，就更加倍珍惜，加倍努力。 ”

拉开时间的尺度
令狐笑

黄阿忠 《上海文史研究馆》

姜建忠 《沐恩堂》

陈予钢 《钟声再起》

方世聪 《节日盛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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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 颖

马勒别墅、申报馆、上海

文史研究馆、沐恩堂……上海

有故事的老房子， 在画家笔

下，会呈现出什么模样？ 6 月

24 日，由久事集团、上海久事

美术馆主办的“世纪经典匠心

营造———上海历史建筑风景

油画创作展”在上海久事美术

馆揭幕。

此次创作展以本市 200

处优秀历史建筑为创作题材，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油画作品，

经过层层筛选 ，94 位艺术家

的 109 幅作品最终脱颖而出，

将分两批在上海久事美术馆

免费向公众展出。这也是上海

久事美术馆完成专业化改造

后的再次对外亮相。

全新解读知名建筑

此次创作展所选取的上

海七大类共 200处历史建筑，

涵盖了众多市民熟悉的知名

建筑地标，名人故居、工业建

筑、特色民居等各具中外风格

的历史建筑悉数在列。

入选展出的 109 幅作品

中，既有方世聪、俞晓夫、陈燮

君、陈逸鸣、姜建忠等名家的

手笔，也有通过社会征集并经

甄选产生的中青年画家的优

秀画作。艺术家们用绘画的语

言和人文视角对当代城市背

景下历史建筑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价值及其保护和重生，做

出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

君曾家住圆明园路 97 号，清

水红砖墙的原安培洋行所在

的房子，是他出生并度过 50

多年岁月的地方，陈燮君的参

展作品《圆明园路风情街》，

画的就是他住过的安培洋行。

有意思的是，当年与陈燮君同

住一个街区的还有当时住在

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交界处

的同乡兼同学陈逸飞、陈逸鸣

兄弟，少年时代，他和陈逸鸣

一起在宁波路画泰山大楼，一

起上书法课，一起去少年宫。

陈逸飞是他们从小仰望的大

哥，陈燮君说：“逸飞比我们

大五六岁，他从小出色的绘画

才能和绘画实践对我们影响

很大。”

那时候，陈逸鸣不过十来

岁，哥哥陈逸飞正在上海美专

读书，哥哥去画画，弟弟也提

着小板凳和画板同去。以家为

圆心，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就在

眼前，一切都是画不完的风

景。陈逸鸣此次参展作品为

《外滩英领馆旧址》。他还记

得，1965 年的一天，自己经过

中山东一路 33 号的原英国领

事馆，看到英国国旗下半旗，

一问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

吉尔过世。

画笔留住城市记忆

作为一家坐落于外滩历

史建筑内的美术馆，上海久事

美术馆希望通过这种绘画艺

术与建筑艺术的融合，进一步

推广和弘扬海派文化，助力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

久事美术馆艺委会成员

黄阿忠表示：“用油画的形式

去表现城市的风景、建筑的风

貌是一次创作，也是一种创

造；用西方艺术表现海派建

筑，使它们之间有多种联系，

两者相得益彰。把建筑的元素

和绘画的语言、形式结合起

来，共同为留下城市记忆做一

个全新的尝试，油画功不可

没。”

对于主办方久事集团而

言，将绘画艺术与历史建筑相

融合，已经不是第一次尝试。

2017 年 10 月，久事集团就在

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以外滩

建筑为创作题材的“百年交

响———上海外滩百年历史变

迁油画作品展”，此次画展是

“百年交响展”之后又一次大

型主题创作展，也是久事美术

馆自 2018 年 10 月设立以来

举办的首个主题创作展。久事

集团希望通过此类社会征集

性的主题创作展，唤起更多公

众对于历史建筑的关注，更好

地了解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的

文化内涵，传承历史文脉，留

住城市记忆。

“世纪经典 匠心营造———上海历史建筑风景油画创作展”

展览时间：6 月 24 日至 10 月 31 日

展览地点：上海久事美术馆（中山东一路 27 号）

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10点至 16点 30分，16点后停止入场。

陈燮君 《圆明园路风情街》陈逸鸣 《外滩英领馆旧址》


